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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经营逐渐恢复
消费者能否吃得放心

透视疫情防控下餐饮市场新变局

两年多前，吉他、架子鼓……对于
生活在贵州贫困山区的龙娇而言，还
特别陌生。可如今，摇滚成了她和同
学的“好伙伴”，无论悲伤与快乐总有
音乐相伴。

今年 13 岁的龙娇就读于贵州省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海嘎小
学，这是一所位于乌蒙山腹地、海拔
2400 多米的村小。因紧邻“贵州屋
脊”韭菜坪，被称为“贵州海拔最高的
小学”。

海嘎村曾是一类贫困村，过去交
通闭塞、教育落后。海嘎小学师资匮
乏、校舍陈旧。如今，“摇滚乐的种子”
却在这片高寒、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
芽，为贫困山区孩子插上了梦想的翅
膀。

暑假期间，海嘎小学的校园里乐
声阵阵。随处可见的摇滚涂鸦拉近了
这所村小与摇滚乐的距离。改扩建后
的校园呈现出新面貌，爱心人士捐资
修建的音乐教室被蓝黄相间的隔音海
绵装饰一新。

水泥修筑的简易舞台上，在老师
顾亚的指导下，龙娇和同学们正娴熟
地敲击着架子鼓、弹奏着电吉他……
金属般质感的乐曲动感、悦耳。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注入了“摇滚基因”的歌曲《歌声与微
笑》，晏兴雨的演唱让人耳目一新。这
个昔日腼腆、害羞的小女生，在摇滚的
律动中自信活泼，笑容灿烂。

看着阳光自信的孩子们，郑龙一
脸欣慰。作为海嘎小学校长，他见证
了这所村小的“重生”。

在他看来，学校这些年的变化离
不开国家教育扶贫：选派特岗教师、兴
修校园校舍……老师从最初的5人增
长到9人，学校从只有1至4年级变成
了设施完善的村级“完小”。

孩子们也与学校一起成长，尤其
是特岗教师顾亚和同事带来了音乐，
塑造了这所学校别样的气质。

2016 年 9月，毕业于六盘水师范
学院小学音乐教育专业的顾亚到此任
教，他随身带来了一把木吉他。

当时，吃住在学校的顾亚与几个

酷爱摇滚乐的同事时不时拿出吉他弹
弹唱唱，不经意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
了“音乐的种子”。

“刚开始，孩子们躲在远处偷偷
看。后来，有孩子主动想了解乐器，想
唱歌。”顾亚说，与其自娱自乐，不如带
着孩子们一起“玩音乐”。

那时，没有乐器，顾亚和同事们四
处“借”。日常，除了做好教学，顾亚和
同事们每周固定“挤出”时间教孩子们
吉他扫弦、读音识谱……经年累月的
努力，逐渐让“音乐小白”们成长起来。

2018年至今，海嘎小学相继诞生
了两只“女子摇滚乐队”：“遇”乐队和

“未知少年”乐队。
“名字都是孩子们自己取的，纪念

她们与音乐的缘分，也表达对未来的
无限向往。”郑龙说，音乐不仅丰富了
山村校园生活，也是孩子们了解外界
的新窗口。

暑假期间，“痛仰”乐队成员走进
海嘎小学指导学生弹奏电吉他。新华
社记者骆飞摄

与音乐相伴，担任“未知少年”乐
队和“遇”乐队吉他手的龙娇和姐姐龙
梦格外珍惜这样的时光。最初，刻苦
练习的龙娇手指经常磨出“血泡”。

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今年14
岁的龙梦，经常要照顾弟弟、妹妹。当
远离父母的孤单、弟弟妹妹的淘气“侵
袭”时，龙梦总能在音乐里找到慰藉。

通过直播平台，顾亚把海嘎小学
“摇滚乐队”带到了更大的舞台。很多
孩子第一次走出大山，到天津、贵阳等
地参加节目，表现出色的她们在网上
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

这个暑假，“快手公益”给海嘎小
学捐赠了不少爱心物资。同时，知名
纪录片团队“赋格映画”牵线搭桥，“痛
仰”乐队也来到海嘎小学，与孩子们一
起唱歌，在直播平台上圈粉无数。

能与知名乐队一起合作，顾亚和
孩子们特别感动。然而，他深知，这只
是梦想的开始，唯有坚守教育初心，才
能让音乐梦想的种子永远扎根在“贵
州屋脊”，开出更灿烂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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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云端”校园的摇滚梦

作为保民生、稳就业的重要支柱产业，餐饮业的复苏是经济回暖的重要风向标。经历疫情考验的餐饮业市场，如今迎来了全面复苏。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如何确保餐饮食品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出健康？

“视线范围内整条簋街所有店加在一起一
共不超过五桌人，冬天下雪门口都有人排队的
胡大饭馆门口，一个人影没见着。”
受疫情影响，北京时尚餐饮的标志地带、知名
餐饮一条街——簋街一度陷入沉寂。这条街
上被食客吐槽“等位难”的胡大饭馆，几家连锁
分店平均每天客流下降80％。

北京簋街商会副会长郑萌萌介绍，五月
份，北京簋街119家餐饮商户中停业转租的商
户约占十分之一，其中大多是个体小餐饮企
业。一些规模较大的餐饮企业则是被动“瘦
身”，消耗了以前的资金积淀。“6月初，餐饮企
业开启全面复工，消费者的热乎劲刚上来，又
遭遇了北京疫情反弹‘二次风暴’袭击。”郑萌
萌说。

疫情给全国餐饮业带来了较大冲击，不少
餐饮门店长期停业、营业额骤降。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餐饮收入17891
亿元，同比下降29.6％。其中7月份全国餐饮
收入3282亿元，同比下降11％。

为帮扶餐饮行业复市止损，降低餐饮企业
经营成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结合实际出台举措：对不同地区不同的
疫情级别，分区分级对餐饮单位实施不同的复
工政策；建立疫情防控期间餐饮经营者白名单
制度，实时审核、动态研判，实行差异化管理；
北京、天津、山西等21个地方，对餐饮单位员工
因受疫情防控影响暂时无法重新进行健康检
查的，明确原有健康证明继续有效。

受疫情影响客流曾急剧下降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恢复主
要关注点在食品安全与餐厅卫生。近来，海鲜、鸡
翅等冻肉类外包装等检测出病毒，为食品产业链下
游的餐饮企业敲响了警钟。

“客人进店测体温并实名登记联系信息；桌椅一客
一用一消毒，桌距间1米以上，控制上座率在50％
以内；倡导分餐制，配备公筷和公勺；餐厅增设食品
留样柜，传菜增加菜品防护罩。”胡大饭馆总经理郭
冬说，要想方设法提升顾客就餐时的安全感，让安
全看得见。

“要考虑食材新鲜，也要考虑食材的供应链保
障。”令郑萌萌深有感触的是，为打消食客的顾虑，
簋街有不少商户贴出了原材料采购凭证。

“点一份‘锡盟羔羊肉’，200克的重量，标准是
28卷羊肉。”呷哺呷哺是一家连锁经营的火锅餐
厅，企业全国营运负责人白杨告诉记者，为保证品
质，企业在内蒙古建起自己的肉类加工厂，从原料
采购到加工、储运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

面对疫情给餐饮业带来的重创，中国烹饪协会
会长姜俊贤认为，消费者对食材安全性、保鲜度要
求更高了，要以食品安全为重心，提振消费信心。
餐饮企业要做好原材料进货、食品加工制作、餐饮
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的全面检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多次发文，部署各地加大对
餐饮服务的监督检查力度。餐饮企业要严格执行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要求，不采购来源不
明、过期、腐败变质、掺杂掺假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全面排查生鲜、冷冻肉类、水产品、冷冻
冷藏库房等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以食品安全为重心提振消费

“最近发现簋街逛街的人多起来了，附近又开始堵车
了。各种信号表明餐饮业正在复苏，感觉快走出来了。”郑
萌萌说。

8月初簋街举办“嗨吃龙虾”消费节，60多家商户线上
线下参与，5家餐厅的日均销售额达到200万元，3家小龙
虾特色餐厅平均每天卖出3500斤小龙虾。

“辣炒鲍鱼仔”“椒盐麻辣皮皮虾”，这是胡大饭馆推出
的秋季新品。主打麻辣、夜宵属性的胡大饭馆，根据市场
和顾客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口味和研发时令新菜品。胡
大饭馆7月份经营环比显示，营收增长25％，客流增长
19.9％。

“市场在变，食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这倒逼餐饮企
业必须主动转型，拥抱变化，才能谋生存。”郑萌萌介绍，一
些主打商务、家庭宴请的大型餐饮企业，开发家庭简餐或
套菜包，把各种菜品搭配好，方便居家防疫的百姓消费。

白杨介绍，呷哺呷哺各连锁门店都建起了客户微信
群，大群有五六千人，小群也有五六百人。店长就是微信
群主，经常在群里发布新开发的菜品、促销优惠信息，以良
性互动吸引顾客。

在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下，落实餐饮复工复业政策措
施、打造消费节，为商家聚拢了人气。同时餐饮企业主动
自救，“逆势”奋进渡过难关。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调查，8月以来，全国大部分餐
饮企业的经营已恢复到疫情前的六七成，一些知名的连锁
餐饮企业已经恢复到七八成，餐饮业降幅呈趋缓态势。

“从整体结构上看，过去马马虎虎勉强经营的企业被
淘汰，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才得以生存下来。”姜俊贤说，
餐饮行业的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合理化，更加注重就餐环境
的科学、合理、舒适，更加重视菜品的营养健康。 /新华社

拥抱变化适应百姓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