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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曆 新 年

本是中國餐

飲業的傳統

旺季，惟新

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今年已成為「寒冬」，不少企業

生意縮水八成、九成之餘，更面對食材囤積，資金告

急等問題。面對困境，有企業選擇閉門歇業，有的堅

持開門，出招自救。「我寧可戰死商場，絕不坐等結

果。」眉州東坡酒樓創始人王剛守這個信念，推出

在酒樓門口設立平價菜站、門店餐桌拉開1.5米間距

距離、提供半成品外賣、與超市合作共享員工等創新

措施，並相信企業可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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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餐飲業自救抗疫
平價賣菜 轉攻外賣 共享員工

在生意縮水八成下，眉州東坡全國
100多家門店仍堅持開業。王剛

說：「閉店固然容易，但是堅持開
店，我們才會想到這麼多創新。雖然
困難重重，但是我信心百倍」。

提升服務迎對鐵粉捧場
為此，公司制定一個百天作戰計
劃。在做好防控的基礎上，推出「平
價菜站」、「主攻外賣」及「六星服
務」三大舉措。針對堂食，門店為到
店客人測量體溫、手部消毒及提供免
費一次性手套等，並且將餐桌間距離
拉開至少1.5米以上。
王剛認為，在特殊時期，要力求提
供更優質的「六星服務」。「這個時
候還來消費的客人 ，一定是『鐵
粉』。我要求員工即使戴口罩，也
要對客戶露出微笑。我也給員工權
限，讓他們給客人贈送一碗麵，或者
一棵菜。要讓客人感到溫暖。」
針對囤積的材料，眉州東坡酒樓自1
月26日起啟動平價菜站，其北京門店
每天向所在社區、家庭提供的肉蛋瓜

菜已近500公斤。
事實上，飯店擺攤賣菜，不獨是眉州

東坡一家。由於臨近農曆新年食材採購價
格較貴，一般餐飲企業都會提前備貨。今
次疫情來臨，庫存的菜品反而成為企業的
負擔，不少就選擇平價出售，甚至捐到湖
北疫區。據了解，僅海底撈就捐了蔬菜共
計16.2噸。

代電商加工保障有工開
相對於餐飲業的困境，盒馬鮮生、

每日優鮮及物美超市等生鮮超市電商
則因疫情關係而線上訂單暴增，出現
人手不足現象，「共享員工」遂成為
彼此互助共渡時艱的創新之舉。以每
日優鮮為例，與西貝、眉州東坡等餐
飲企業合作，由每日優鮮提供原材
料，西貝和眉州東坡分別提供倉庫和
數百名員工，以按件計費方式，將毛
菜加工成標品菜。
王剛介紹，眉州東坡目前為每日優

鮮每天加工約2萬至3萬件。集團最新
又和物美集團達成合作，每天為其加
工10萬件標品菜，並將協調數百名員

工到物美超市的物流加工中心「增
援」。

發展產品開拓網上銷售
他說，眉州東坡僅在北京就有6,000

多名員工，超市的加工要求並不複
雜，員工經過一天訓練 ，基本上一人
一天可以加工700件至800件。「除眉
州東坡的中央廚房，我們一些大的門
店也作為加工點，這樣員工可以不出
門，避免交叉感染。」
在他看來，賺的錢可能還是杯水車

薪，但是靠自己雙手自救，比較重
要。在和物美集團溝通中，王剛還和
對方達成新的合作意向，將眉州東坡
店開到物美超市，賣包子、蔬菜和一
些成品、半成品。「這是在自救之
餘，為我們未來又找了一條發展之
路。」
王剛認為，對當前餐飲業來說，恢
復生產的最大挑戰是現金流。令人鼓
舞是，餐飲業的困境正得到關注，連
日來有多家銀行主動與其聯繫，願意
貸款助渡難關。

「2003年的非典要是再多持續半個
月，眉州東坡就倒下了。」回想起10
多年的非典，王剛記憶猶新。非典期
間，雖然地處重災區北京，王剛也堅
持營業，「當時整條街上只有眉州東
坡一家店營業」，疫情過後，眉州東
坡也迎來爆發式業績增長。
有了經驗，在新冠肺炎疫情來臨之
際，相比一些企業的茫然無措，王剛
顯得更有條不紊。「20號我們就聯繫
採購了口罩和酒精等防護用品。」王
剛指，隨疫情日漸嚴峻，公司部署
「總部、職能部門、區域、門店」4級
應急防控責任體系，制定百天作戰計
劃，員工、門店各防控措施細緻明

晰。這樣全面應急預案，正是在「非
典」學到的經驗。

疫區店作「戰地食堂」
疫情之下，餐飲業雖然面臨困境，

但仍有不少在疫區的企業主動伸出援
手。王剛指，眉州東坡在湖北有5家店
（武漢2家，黃岡2家、麻城1家），
在疫情開始後已主動聯繫為當地三家
處理新冠肺炎的重點醫院免費供餐，
隨後更擴至被稱為「黃岡小湯山」的
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疫情防控部門
及記者團隊等，每日供餐約300份，仍
在進行中。
奈雪的茶負責人也表示，雖然武漢

門店暫停營業，但自1月29日起，員
工自發到門店，聯合美團外賣每天提
供350份愛心餐予市內部分醫院的一線
醫護人員，「保障他們高強度工作下
及時補充水分和營養。」

親歷「非典」 防疫行快一步

疫情衝擊下，連鎖餐飲企業哀鴻遍野，
小店舖更加艱難。來自深圳的Mia在南山區
開了一家提供輕食健身餐的店舖，專做線上
外賣，但「現在訂單巨減，只有今年初時五
分之一左右。」Mia既憂慮又無奈，因深圳
延期返工，不少企業無限期停業，她的店舖
不知道還能撐多久。
Mia的輕食店在去年11月開業，位於大新

新村，外賣配送可輻射至整個南山中心區。「深
圳南山區上班族和白領年輕人多，對於此類健
康飲食的需求較高，所以選址在這裡。」

上班族未返 訂單少八成
這家輕食店今年1月20日歇業，2月5日
再次營業，這個時間點介於國家公佈的2月
3日與廣東省2月10日的返工日期之間。
「我們提前幾天開始準備工作，卻沒有想到
訂單量這麼慘淡。」Mia說，年前店舖每天
有40個到50個訂單，目前跌到不到10個。
因疫情影響，深圳南山區大部分公司還未開

工，多數上班族甚至還未返深，加上深圳各小

區、城中村開始實行封閉管理，「所以訂單量
少得可憐。」Mia店舖所在的大新新村已經封
村，訂單只能自己拿到村口交付外賣員，很不
方便但沒有辦法，「深圳大多數公司本周開始
開業，希望那時候訂單可以多一點。」

封村防疫 加劇運送負擔
相比苦苦支撐的Mia，在廈門市翔安區開

奶茶店的劉先生，大年初五重新開業後再度
歇業。「由於疫情的傳染性，顧客不再出
門，基本沒有線下訂單，全靠線上配送。」
劉先生對記者表示，雖然年後開業每日仍有
約4千的訂單量，但廈門外賣員數量減少了
很多，「不少奶茶訂單製作後配送不了，只
好給顧客打電話道歉取消。」
此外，劉先生店舖所在位於城中村，大
年初七（1月31日）封村後，外賣員再也無
法進村，給線上配送增加更大負擔，只好於
大年初九（2月2日）開始關門歇業。「現
在就希望疫情早點結束，不然我們這些小店
舖很難繼續生存下去。」

非常時期市民紛紛減少外出，外賣成為餐飲業主攻方向，平
日受年輕人喜歡的茶飲、咖啡連鎖店紛紛推出「無接觸外賣配
送」。知名茶飲品牌奈雪的茶表示，用戶在線上下單時可直接
選擇零接觸配送，外賣騎手會與顧客聯繫，約定交接地點，改
變以前「手傳手」的送餐模式，避免面對面接觸，降低風險。

約定交接點 不再「手傳手」
在配送安全方面，奈雪的茶稱，對製作茶飲師、騎手、餐

箱及配送車輛等消毒措施作全面升級。從記者採訪奈雪的茶
門店所見，除員工定時測量體溫、每小時對門店消毒等防範
工作外，店內的麵包亦以袋裝或盒裝封口陳列售賣。
為求顧客安心，奈雪的茶在外賣產品及堂食打包產品均配

備「安心卡」，顯示茶飲製作、麵包製作、配餐、配送負責
人的姓名及當時體溫等信息。有消費者表示：「雖不知道是
否真的有用，但這樣的信息公開，至少讓顧客在購買時安心
一些。」

啟智能佈局 拓無人零售
記者亦走訪連鎖咖啡品牌瑞幸咖啡了解，公司除採取「無

接觸外賣配送」外，外賣員回店亦第一時間進行手部消毒，
並使用消毒抹布清潔外賣箱。
據了解，瑞幸亦加速推動「瑞即購：無人咖啡機」和「瑞

划算：無人售賣機」無人零售智能佈局。
目前，奈雪的茶除武漢及部分疫情較嚴重的區域門店仍暫

停營業，其他區域的部分門店在政府和物業的批准下已陸續
恢復營業。「我們首要的是保護好和安撫好所有員工，同時
靈活調配各地資源並嚴格執行統一的服務標準，隨時做好準
備，在疫情過後迅速投入到正常運營中。」

飲得安心 外賣袋配健康卡

送餐困難 小餐飲瀕執笠

■奈雪的茶的外賣袋附上「安心
卡」，上有工作人員姓名及體
溫。 記者胡永愛 攝

■奈雪的茶的麵包以袋裝或盒裝
封口陳列售賣。 記者胡永愛 攝

不到一個月前，國家統計局發佈消
息稱，去年餐飲業收入為4.67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9.4%，較
GDP增速高出3個百分點以上。另據
測算，去年全國餐飲行業15.5%收入是
來自農曆新年檔期貢獻。惟一場突如
其來的疫情，餐飲業升勢戛然而止。
恒大研究院發佈的《疫情對中國經濟的
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指出，疫情影響

下，整個餐飲業7天內損失達5,000億元。

眉州東坡10天遭退1.1萬桌
眉州東坡酒樓創始人王剛表示，原

預期今年農曆新年生意比去年有20%
增長，誰知疫情爆發，僅1月21號到
月底已遭退餐11,144桌，損失約1,700
萬元，加上工資、加班費及房租等，
目前已損失近億元。

廣東餐飲協會一份報告顯示，農曆新
年期間30%的持續營業企業同比營收下
降5成以上，其中30%企業收入幾乎為
0。餐飲連鎖品牌西貝莜面村創始人賈
國龍表示，賬上現金流捱不過3個月，2
萬多名員工待業。王剛也坦言，生意下
滑8、9成情況下，眉州東坡可能也只能
撐三個月到半年，需要在有限的時間空
間中進行抗災自救，走出困境。

餐飲業7天損失50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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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亞洲推六紓困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本港蔓延，

打擊本地經濟。中國建設銀行（亞洲）昨日宣佈，
推出「普惠金融 風雨同舟」六項金融服務措施，希
望減輕疫情對個人及工商客戶的影響，助力香港齊
心抗疫。其中包括：為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客戶調
整貸款期限和變更還款方式等；個人住房按揭客
戶，其物業按揭貸款可獲最長12個月的「還息不還
本」。
建行(亞洲)表示，本地中小企業客戶可申請調整貸

款期限、變更還款方式、調整結息頻率等；對個人
住房按揭貸款客戶，如供款1年以上且過去12個月
還款正常的，可申請6個月的延期還款，期間「還
息不還本」，以減輕其每月供款壓力，期滿後可申
請再延長6個月；經營車貸款的客戶（旅遊巴、小
巴、的士、貨車）亦可申請延期還款。

樓按1年「還息不還本」
另外，該行對生產和經營衛生防疫、醫藥產品等

防護抗疫設備和物品的本地中小企業客戶，建立高
效快捷的金融服務綠色通道，提供資金支持。

差別化審批紓困貸款
同時，對因受疫情影響未能按時償還按揭、私人

貸款、信用卡的用戶，可申請減免相關逾期手續費
用等。對納入紓困計劃的中小企業客戶及個人客
戶，該行將建立差別化、便捷的審批和放款流程，
實現即報即批，最大程度滿足客戶的效率性要求。

■經營車（旅遊巴、小巴、的士、貨車）貸款的客戶，建
行亞洲允許申請延期還款。 資料圖片

■餐飲業為防控疫情一線人員免費供
餐，貢獻一分力。 受訪者供圖

■眉州東坡創始人王剛認為，對當
前餐飲業來說，恢復生產的最大挑
戰是現金流。 受訪者供圖

■有飲食業推出防控疫情百天作
戰計劃。 受訪者供圖

■內地大型飲食企業推出平價菜站之餘，同時推出半成品外賣及與超
市合作共享員工等自救措施，以應付疫情困境。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