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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亮是西安一家蔬菜配送小
微企业的负责人。去年生意不好，
陆续停了一半的配送车辆。今年，
他们3月份才磕磕绊绊开业。面对地
域龙头企业米禾生鲜、黄马甲生鲜
的虹吸效应，面对苏宁小店、美团
外卖等互联网配送平台的市场蚕
食，他在后疫情时代的目标和愿望
是“企业活着就好”。

疫情期间未涉足线上配送

2013年，张飞亮注册了西安袋鼠
农产品销售公司。每天凌晨，他们从
蔬菜批发市场购买食材，分包配送到
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从中赚取15%
以上毛利润。

刚开始的几年，行情不错，他们
配送面包车扩展到 8辆，市场一度延
伸到 200 公里外的韩城市火箭军某
部。然而，2016年以来，随着西安米禾生鲜、黄马甲
生鲜等大资本大企业布局拓展市场，加之部分市场
丢失、结账迟缓、不断压价等不利情况不断冲击着这
家小微企业。

今年春节，互联网+蔬菜配送模式几何级增长。在
西安，不少网购平台都增加蔬菜配送业务。西安北
郊一家网购企业找到张飞亮，并用日销售2700多单来
炫耀。然而，张飞亮却拒绝了合作。

“互联网配送有陷阱，必须警惕！”张飞亮解释说，
配送是很简单的事情，无非是增加车辆和人员。可网
购平台有销售量不稳定的风险，会频繁面临配送能力
不足或者窝工问题。招聘人员及车辆多了，利润没保
障，又面临投诉失信问题。

“我们尝试两条腿走路，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模
式。”张飞亮还尝试过同京东平台合作。去年，京东新
通路联合仓的牌子都挂上了，最后还是搁浅了。

配送食材人命关天

在西安，中建、中铁一些工地是张飞亮的“菜”，他
们虽然在疫情期间损失很多，但还有四辆车配送的生
意维持着企业的经营。

地产开发企业食材配送市场很大，可结账滞后的
顽疾不得不让他谨慎决定。大地产商结账都在三个
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张飞亮选择为一些建
筑小工地配送蔬菜、肉蛋等农产品。

“给幼儿园配送食材，让我睡不着觉。”两年前，他
们曾接了一家幼儿园配送生意，张飞亮天天失眠，一周后
就不做了。他说，食材都是从正规批发商处批发的，购买
票据也保存三四年，但农药残留等问题总是让人揪心。
自己没有农残检测设备和能力，只能依托批发市场。

张飞亮经历过一场虚惊。几年前，他们配送的一
家建筑工地突然打电话，有七八名工人疑似食物中毒
住院。“我当时头就懵了！”他说，后来发现是工人前夜
吃夜市烤肉导致的中毒。

为了舌尖上的安全，张飞亮从来不到田间地头收

菜。他说，同农民直接打交道肯定利润高，可风险也
大，万一被质检部门抽查农残不合格，或者发生食物中
毒等意外，自己还可能面临法律制裁的风险。可以说，
张飞亮的小微企业，只能在同行看不上的小市场分得
一杯羹。

“只能走亲民路线”

与大型配送企业相比，米禾生鲜配送车辆30辆，年
配送额3.6亿元。黄马甲生鲜依托报纸配送网络，年配
送额 2亿元以上。而张飞亮年配送食材在 500万元左
右，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今年以来，张飞亮尝试在社区店重寻出路。他先
后考察了 10多家社区，可迟迟没有选定“试验田”。他
说，社区住户多不一定有生意，1000户的社区，能稳定
5%的客户就很不错了。选择社区必须考虑居民的购物
习惯、周围是否有早市等其他因素。

“只能走亲民路线。”张飞亮说，社区配送利润控制
在10%到15%，取得价位优势。同时，提高服务质量，一
袋盐、一瓶醋也配送，用心培养客户。

然而，张飞亮的思路是否能行得通，还得打问号。
在西安市场，超市、菜市场等蔬菜终端销售成本加成
45%左右是行规，张飞亮坚守加成 15%左右，也不一定
有价位优势。

以西安市场蔬菜批发零售为例，4月 17日，西安几
大批发市场，摩尔农产品交易中心，西红柿批发价 7.6
元/公斤，而欣桥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价 6.4元/公斤，
北城批发市场批发价更是低至为5.4元/公斤。张飞亮
固定从欣桥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货，一公斤西红柿，加成
15%后售价7.36元。假设有超市从北城批发市场进货，
加成45%，售价也只有7.83元。

这还不包括超市经常搞促销等因素。4月 17日当
天，芹菜几个批发市场最低批发价为 1.8元，而人人乐
超市售价只有 1.98元。这种情况下，张飞亮无论如何
定价，都会比超市高。

小微企业发展不敢折腾，不知道哪里是坑，只能处
处小心翼翼。张飞亮说，今年的目标就是活下来。公
司将来如果维持不下去了，自己就开车送菜，没了人力
和仓储成本，利润还是可以养家的。

□文/图 本报记者 薛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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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日 ，
彬州市瑶池发
电有限责任公
司在增人、增
设备，组织生
产的同时，不
断加强安全意
识教育，积极
排查隐患。

□席战宁
孙俊峰 摄

↓连日来，中铁一局新运公司在中老铁路国
内玉（溪）至磨（憨）段施工中广泛开展岗位练
兵、技术比武、查找习惯性违章等行为，营造良好
的安全生产氛围。图为工人按照操作规范进行
焊接作业。 □刘树公 刘顺良 摄

↑面对疫情和油价持续走低带来的困难，延长
石油杏子川采油厂以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为主线，
持续推动改革、加快创新发展，增强盈利能力。图
为近日该厂技术人员正在生产现场查看降本增效
情况。 □谢飞 摄

近日，在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兴化）甲胺车间，只见工人将DMF
驰放气并入燃料气管网用于锅炉燃烧、气化
炉升温。而在乙醇车间，工人将羰基化驰放
气引至合成压缩厂房甲醇装置氢压机入口，
制取合成气生产合成氨；气化车间火炬系统
用燃料气替代天然气作为火炬长明灯燃烧
介质，降低火炬系统运行成本。

今年年初，兴化就制定了回收工艺废气，
增收708万元的目标，占兴化全年增收总目标
任务的24%。今年一季度，兴化回收工艺废气
已实现增收 150万元，在疫情重压之下，这个
成绩难能可贵。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兴化在废气里刨
“黄金”，可行可鉴。2019年，兴化甲胺装置
DMF驰放气作为燃料气回用相当于节约燃煤
1100吨，火炬系统节约天然气用量 22万立方
米，乙醇车间羰基化驰放气回收有效气增产合
成氨近 1500吨。当年，兴化实现增收 305万
元。难能可贵的是，兴化回收工艺废气的改
造项目投资仅需15万元。

回收废气，势在必行。近年来，兴化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甲胺、乙醇等有机化工装置的
建成投产，原系统的平衡被打破。甲胺装置
DMF驰放气、乙醇车间羰基化工序变温吸附
惰性驰放气常年排至火炬燃烧、火炬系统需
长期使用天然气做燃料，这些装置尾气的直
接燃烧，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加重了公司
的环保风险。

“技术攻关、同行经验”为兴化回收废气
提供理论支撑。兴化成立了以生产运行部为

牵头单位的技术攻关小组，装备部、机械制造
公司密切配合，对甲胺、乙醇装置的废气排放
成份进行分析研究,就废气的利用价值、项目
的可操作性和实施过程面临的技术瓶颈等进
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讨。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多次赴兄弟单位考察取经，并与设计厂商沟通
交流。经过充分论证，该项目具有较高的经济
价值，既可提高企业效益，又可减少大气污
染。目前，兴化回收废气、提质增效活动正在

如火如荼进行着。“我们已经有了 3年回收工
艺废气的成功经验，今年继续优化工艺，强化
关键设备运行，只要做好合理回收，2020年增
收目标一定能实现。4月20日，兴化公司生产
部部长薛宏伟一语道出心声。

据悉，兴化从2017年回收工艺废气以来，
累计增收已达800余万元，做到了“变废为宝、
一举多得”，为公司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贡
献了力量。 □费新伟

陕西兴化废气里刨出“金疙瘩”

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强调，要把复工

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
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
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
消费得到回补。新消费场景的涌现，表面看是企
业主动填补需求缺口、转换产能供给，实际包含
着打通产供销环节、畅通经济循环的发展逻辑。
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侧来看，新消费的崛
起，企业跨界的流行，都可以为经济恢复输送强
大动能。

总体而言，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可控的。
疫情发生时，一些消费被抑制和冻结起来，但消
费需求并不会因为疫情而消失。有的会因为疫
情的短期冲击而延后，有的可能需要创造更合适
的条件才能实现。蛰伏的需求，换个角度看就是
潜在的新消费契机。只要辅之以恰当时机和适
合条件，新消费就可以快速涌现、快速迭代，为经
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

新消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实需求
是促使其产生的有利因素。疫情抑制了传统消
费，“宅”成为特殊时期的一种生活方式，但也为

“宅经济”创造了巨大发展空间，网上消费因此而
旺盛起来。疫情期间，有一些生活必需的行业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物流行业就是其中之一。大健康、线上办公、数字娱乐
等，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人民需要什么，就造什么”，这句“硬核”宣示，正是供给
端响应新消费崛起、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一个生动写照。“汽
车牌”口罩火速上线，饮料厂家生产消毒液，服装企业生产防
护用品……一些具备跨界实力的企业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和
协同能力，快速改造车间，填补紧缺疫情防控物资的缺口。
如果没有这些跨界生产，群众的需求就很难得到快速且较为
充分的保障。而疫情结束后，人们对高品质的卫生健康服
务、高质量的美好生活会有更多的需求，必将推动消费向新
一轮的升级换代迈进。

“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这不仅是正确看待疫
情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的重要认识论，也是有序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充分释放我国经济发展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的重要
方法论。把握新消费的市场发展契机、升级换代契机，有助
于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也会让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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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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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照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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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各行
各业停产停工近两个月，餐饮企业同样迅速
按下“暂停键”。目前，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
复产，餐饮企业是否顺利按下“重启键”，餐饮
企业的疫后重生情况到底怎么样？记者走进
几家餐饮企业进行深入了解……

““能够活下来是关键能够活下来是关键””

4月 16日中午 12时许，位于西安市雁塔
区电子正街的川渝人家依然门庭冷落，除了
服务员偶尔的说话声，别无声息。“疫情前，一
般不到 11点就开始有顾客，大家忙得乐呵，
现在是闲得心慌。”川渝人家店长相维鸽一脸
愁容。

记者了解到，自该店复工营业后，十天的
营业额抵不上疫情前周六一天的营业额，每
天只要开门营业就要付出8000多元的成本，
加上为迎接春节囤购的几十万元的食材，损
失非常惨重。

为了保障春节期间的需求，陕西竹园村
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园村食
品公司”）在 2019年 10月份开始招聘临时员

工，备货1000余万元，但是疫情的突然袭击，
使得公司上下应对困难。

“2个月左右没有营业，餐饮企业面临最
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竹园村食品公司
经理杨光说。他们公司需要每个月营业额在
900万元左右，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但是复工
以来，3月份的营业收入为同比的 27%，2月
份基本无营收。预计今年再开 20家门店的
计划已经完全停止。

“房租高、物价高、人员成本高。”面临着
“三高”，部分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不开
业要比开业赔得少。“现在无法预估危机的
最终影响，能够活下来是关键。”相维鸽不无
担心。

而部分餐饮企业都面临着支付春节前
供货商的货款、员工工资、房租租金等困
境，两个月的停业让餐饮企业现金流断裂，
恢复营业面临不少难题。

外卖促销优惠多外卖促销优惠多关键还是客流少关键还是客流少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店里已
经全面做好防控消杀工作，推出各种优惠产

品，加大优惠力度，但是消费者出于对疫情的
担忧，堂食顾客依然很少。”相维鸽说。

“疫情开始到至今复工，客流流失严
重，店面客流量较之前严重下降，客流不到
之前的三分之一。”西安卫国华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姚亚军说。虽然他们公
司保持之前的一切优惠代金券及套餐，并
在此基础上增加 1人套餐和 2人套餐，增强
了外卖的研发，对外卖产品进行重新梳理，
在原有基础上对产品结构等方面进行了优
化，但是对于餐饮这样的及时性行业，客流
量才是关键。

疫情的大环境影响，大家都不敢消费，导
致餐饮行业总体需求严重萎缩。多家餐饮企
业负责人认为，尽管通过外部刺激消费，内部
拓展销售渠道，包括在公众号开发线上商城，
上线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但是传统餐饮
行业主要依赖堂食，虽然外卖量有所增加，但
是基于堂食没有业务，依然带不来实质性转
变。

实际上，外卖业务并不乐观。在疫情前，
相维鸽管理的川渝人家店里每天接 200余
单，但是现在每天最多接 80单。“疫情期间

上线外卖平台的商家数量接近 2019年全年
商家数量的一半。蛋糕就那么大，分蛋糕的
人多了，自然分的就少啦。”相维鸽说。

当被记者问到，可以通过转型做些其他
畅销餐食时，相维鸽认为，如果做其他菜系，
他们并不专业，一旦转型不成功，必然会对企
业品牌造成负面影响。

政策虽是政策虽是““及时雨及时雨”” 恢复依旧有困难恢复依旧有困难

据陕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
情对餐饮消费的冲击明显，餐饮收入大幅下
降。1-2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餐饮收
入 21.57亿元，同比下降 49.3%，低于上年同
期62.1个百分点。

为缓解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陕西
省政府及时出台《陕西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包括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减轻税费负担、减免
企业房租、实施援企稳岗政策、加大信贷支持、
降低融资成本、强化担保支持等多项措施支
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记者走访了解的几家餐饮企业均表示，

政府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虽然从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企业负担，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
业难题，企业损失依旧严重。餐饮企业一般
为轻资产企业，而且对于处于“小、散、弱”状
态下的餐饮企业，存在经营规模小、缺乏担保
物、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很难达到银行的融资
条件，导致不少企业复工难。

餐饮行业又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目前
多数餐饮企业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在目前情
况下，如果留住员工，企业要支付工资，这是
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裁员，将来疫情趋缓，
可以正常营业的时候，可能就面临招工难、对
新员工再培训等问题。

“为了既能留住员工，又能保障员工收
入，我们与永辉、华润万家等超市合作，签订
共享员工合作方案。”杨光介绍。公司采取员
工自愿原则，但这也只能缓解部分员工生活
压力，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目前来看，餐饮企业虽然已经复工，
但仍面临着疫后重生的诸多困难。经营
者表示，要想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只盼望疫情早点结束，一切
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牟影影

44月月1616日上午日上午88时许时许，，张飞亮的仓库门前冷冷清清张飞亮的仓库门前冷冷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