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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炎涛
见习记者 王 君

6月5日上午，北京市发布最新疫情防控措施称，自6
月6日起，除丰台区全域及昌平区部分区域外，全市其他
地区餐饮经营单位开放堂食服务，控制人流密度，合理
保持就餐间距，提倡隔位就座、打包外卖、使用移动支付
等无接触方式结算。

当日下午，北京西城区某商场内一家火锅店员工指
着店内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桌椅，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您看我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营业。”

餐饮企业做好复工准备

6月5日下午，《证券日报》记者在西城区某商场走访
看到，该商场的多家餐饮门店都在门口醒目位置提示可
提供外带服务，但堂食均未开放。

在前述火锅店门口，摆放着少量火锅底料、蘸料等
包装食品出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之前就可以
送外卖，这段时间外卖量多一些。希望快点恢复堂食，
这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是不小的开销。”

“全聚德集团已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堂食恢复，打好
复工复产第一仗。”6月5日，中华餐饮老字号全聚德集团
有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该人士介绍，全聚德集团所属各餐饮门店压紧压实
防疫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人员限流、控制距离、戴口罩、测
温验码、消杀通风、健康宝登记等疫情防控措施，确保生
产经营场所卫生安全。对采购来源、采购验收、验证、消
杀等环节，确保原料采购供应。同时做好人员准备，保证
在堂食恢复后，坚持外摆不放松，统筹协调做好人员补充。

此外，全聚德集团还加强了菜品与服务培训，确保堂
食恢复后的菜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结合堂食服务、外卖
外摆服务、158周年营销和新菜单菜品推介，开展服务场
景培训，保证恢复堂食后门店服务人员精神面貌饱满。

可以说，为了能够安全复工，北京市大大小小的饭
店都非常注重食品安全和相关防疫工作。

“复工前一天门店食安员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复工
准备工作排查表等管理工具，对倒计时项目是否完成及
存在问题进行严格检查，物流、供应链、产品、防疫物品
等资源后勤部门给予门店复工支持。”6月5日，海底捞相
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复工前，门店需将
排查结果上报到质量安全部门进行审核，合格后方可复
工。对于尚未接到恢复堂食通知的门店，也将继续通过
外卖、自提的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

胡大餐饮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方绪虎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目前，胡大所有门店的就餐区已做好提前
全面清洁和消杀，提前规划隔离桌，降低就餐密度。“采
购部根据实际客流情况，做好应急调货安排，确保食材
的新鲜，各店营业前进行一次全员岗前防疫标准和服务
接待培训，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的各项标准，倡导顾客进
行扫码点餐和无接触式买单支付，减少接触，并进一步
关注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进行部署”。

此外，巴奴毛肚火锅方面也向记者表示，已经开始
对门店严格消杀。另外还有多家门店收到了顾客们的
订台订包厢的电话。

对于北京市开放堂食服务的通知，新辣道CEO周鹏
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公司在北京约有30家门
店，估计能开放20多家堂食，但具体要等所在商场通知。

“我们堂食停业大概有1个多月，如果重新从外卖转
为堂食，公司需要从人员，物料，环境等方面做准备，像是
一次餐厅堂食的‘冷启动’。”周鹏辉表示，5月1日北京暂
停堂食后，公司在北京的营业额受到很大影响。虽然外
卖营业额有所上升，但远远不能覆盖堂食营业额的损失，
只达成同期营业额的两成左右。

“我们也采取了‘自救’措施，加大非堂食业务的开拓
和推行，比如外卖、自提、团餐、社群运营、直播等。同时
尽可能控制各项成本。”周鹏辉向记者介绍，这1个多月灵
活用工性质的员工有所减少，但全日制员工数量没有变
化。为了稳定员工信心，公司和员工已做好沟通，全公司
上下都在共同应对这样的挑战。同时，业务上多做非堂
食业务，尽量增加员工的可工作时间，同时利用这段时间
多做员工线上培训。

餐饮业未来何去何从？

36天的暂停堂食，对于北京的餐饮企业来说，改变
了什么？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我们主要还是先加大线下业务的营销力度，配合
政府的复工复市措施，尽快把堂食业务恢复起来。同
时，非堂食业务的力度不会减弱，反而要系统加强，努力
让我们的业务模式在堂食和非堂食两方面更均衡，能力
也更强。”周鹏辉说。

“新常态下，非堂食业务将成为餐饮企业收入结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聚德集团将坚持发力、不断深耕，满
足消费者新用餐习惯。”全聚德方面表示，堂食恢复后，
全聚德各餐饮门店将继续开展外卖、外摆等非堂食业
务，积极组织社群建设、社区团购等活动，通过各种渠道
进行销售，拉近与顾客的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复工之际，全聚德集团还将迎来158
岁生日。全聚德方面告诉记者，全聚德集团将开展各品
牌系列联合营销活动，大力度回馈消费者。接下来，全
聚德集团还将推出多项强化措施，促进餐饮线下堂食业
务的加速恢复。

而在西少爷创始人孟兵看来，恢复堂食有利于餐饮
企业尽快取得营收上的“回血”。

“北京堂食的恢复预示着疫情已经得到非常好的管
控效果，未来随着整个堂食的全面开放预计将迎来新的
一波‘报复性消费’。”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
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北京、上海等城市堂食的恢
复无疑是对国内餐饮行业的一个新刺激。

朱丹蓬表示，疫情期间，全国的餐饮行业都陷入了
非常艰难的时刻，很多餐饮企业在实施自救策略，采用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客户黏性，也提升
了企业线上服务的软硬件能力。对于国内餐饮业来说，
未来将进一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线上与线下资
源互融共通及短板互补。

北京餐饮业恢复堂食前夜：

商家积极准备重拾“烟火”

本报记者 李乔宇

6月 5日晚间，文旅部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2年端午假期期间，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7961.0 万人
次，同比下降 10.7%，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6.8%；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 258.2亿元，同比
下降 12.2%，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65.6%。

在业内普遍看来，受部分地
区限流等因素影响，今年端午假
期期间旅游业出行人次以及旅游
收入有所下挫，但“最难的日子已
经过去”。

本地游热度推升民宿价格

在这个端午节放假期间，本
地游仍占主流。

“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延庆地
区的民宿基本呈现出一房难求的
状态，我们6月5日退房的时候，还
有游客在办入住。”北京游客王先
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此前的

‘五一’假期，他同样前往京郊民宿
度假。“那时候还很冷清，游客很
少。价格差距也很大，‘五一’期间
包院的价格每天在 1800元左右，
端午期间就涨到了3000多元。”

类似王先生的旅游订房涨价
事件并非孤例。据《证券日报》记
者结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披露的
数据了解到，端午假期成了今年
上半年的第一个出游旺季，北京、
上海两座城市已回归假期热门出
游城市的前十名；酒店、民宿预订
量恢复上行通道；住宿价格的回
升彰显整个旅游业行情转暖。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对于北
京地区的旅游业而言，最难的日
子已经过去了。”中青旅新闻发言

人、首席品牌官徐晓磊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

据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
期前后，旅游业迎来多个利好消
息。端午假期前夕，北京、上海地
区的旅游业陆续复工。6月 5日，
北京旅游业又迎来了恢复北京旅
行社经营市民“在京团队旅游”业
务的消息。同时，北京地区的各
类景区、景点、公园被要求坚持

“限量、预约、错峰”，按照 75%限
流开放，较此前要求的 50%限流
幅度有所放宽。

“古北水镇自 6月 1日起就开
始恢复正常运营了，在端午假期
三天，基本上按照 50%的限流要
求满负荷运营。”徐晓磊告诉记
者，未来随着限流逐步放宽，预计
客流量将有序提升。

在徐晓磊看来，放宽限流限
制正当时。“马上就要迎来暑期游
了，这周高考结束，暑期游正式开
启，随着限流幅度逐步放宽，暑期
游的情况值得期待”。

热门民宿价格的变化同样彰
显出端午假期的出行热度。一位
京郊民宿运营者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端午假期期间，他所管理
的民宿包院价格由此前的每天
2000元，涨至每天4000元左右。”

据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端午假期旅客仍以省内出行为主，
省内游旅客占比超 85%。端午假
期期间（6月3日至6月5日），北京
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末（5月27日
至5月29日）增长了约50%。

另据途家数据显示，端午假
期期间，北京、上海民宿市场加速
回暖，部分热门乡村民宿一房难
求，尽管京郊民宿需要按照 50%
的比例限流接待游客，但端午假
期期间京郊民宿的预订量已恢复

至去年同期的七成；广东省民宿
市场反超去年端午假期，民宿预
订量较去年端午同比增一倍。

众信旅游相关负责人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目前来看，尽管北京
地区尚未恢复跨省游，但随着北京
本地游恢复，以北京本地为中心的
景区景点、酒店民宿能够陆续恢复
正常营业，为北京周边游乃至未来
跨省游业务的恢复注入‘强心针’。”

29个省份恢复跨省游

从全国范围来看，截至 6月 5
日发稿，已有 28个省市宣布恢复
跨省游，另有多个大型景区推出
门票减免的优惠措施。

据去哪儿度假产品运营负责

人杨光会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截
至目前，恢复跨省游的29个省份有
河南、湖南、河北、黑龙江、吉林、江
苏、山东、内蒙古、福建、陕西、山西、
安徽、天津、浙江、贵州、四川、云南、
湖北、重庆、海南、甘肃、青海、广西、
西藏、宁夏、新疆、江西、辽宁、广东。

“随着暑期来临，部分省份
恢复跨省游，预示着旅游行业将
迎来复苏拐点。”去哪儿方面人
士表示。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
示，端午长线游已呈现出回暖态
势：长线游订单量较“五一”假期
增长 82%，增幅超过了本地游。
从去哪儿端午期间的搜索热度来
看，三亚、成都、重庆、长沙的跨省
游搜索热度最高，三亚、成都、昆

明等地搜索热度环比前周提升了
3倍。

“端午期间，我们有 74%左右
的订单还是来自省内，与此前的

‘五一’假期相比这个数据有所回
落。”小猪民宿公共事务负责人黄
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这意味
着有超过两成游客跨省出游，跨
省游、长线游正在增加。”

在黄伟看来，暑期前夕，多地
恢复跨省游无疑释放出积极信
号，但对于旅游业未来长期的预
期，仍持谨慎乐观态度。

在徐晓磊看来，跨省游真正
恢复仍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游
客的出行信心尚在恢复过程中。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跨省游产品
设计仍需尽快落地。

端午假期国内旅游收入258.2亿元
29个省份恢复跨省游预热暑期市场

本报记者 谢若琳

今年电影端午档不温不火。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5日
18时40分，端午档总票房（含服务
费）达 1.72 亿元，总出票 492.5 万
张，场次106.25万。据最新数据统
计，截至6月4日全国影业影院总数
已经达9648家，营业率为79.7%。

业内普遍认为，本轮疫情已
得到有效控制，随着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线下影院复苏，将促使挤
压的内容回归，带动电影行业全
面恢复信心。

灯塔研究院行业分析师张荣
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
端午档的整体票房收入略逊于五
一档，但平均单日票房水平接近
（五一档），均在6000万元左右。”

纵观全年，端午档并非重点档
期，但对目前亟待“恢复元气”的影

院而言，今年的端午档更像一个
“预热档”，以中小体量的影片试探
市场，让片方恢复信心，从而为下
一步市场复苏和繁荣积蓄能量。

灯塔数据显示，档期票房前
三影片分别为：《暗恋·橘生淮南》

《坏蛋联盟》《哆啦A梦：大雄的宇
宙小战争2021》，这三部电影的档
期 内 票 房 分 别 为 4566.8 万 元 、
4040.5万元、2400.9万元。

上座率方面，上述三部电影
的场均人次分别为：5人、8人、5
人。换句话说，表现最好的《暗
恋·橘生淮南》，平均每场放映只
有5位观众观影。

“片荒依然严峻，票房前三名
的上映时间分别是 6月 2日、4月
29日、5月28日，春节档的电影甚
至还在上映。对于影院和观众而
言，可选择的内容太少了，从六一
档以来只有7部新片上映，大部分

都是零宣发的那类，有看点的并
不多。”一位影院经理对记者表
示，期待6月中下旬上映的新片能
够扭转局面。

《侏罗纪世界3》已经定档6月
10日，或将打响暑期档爆款第一
枪，目前有 32.44万人在灯塔平台
表示“想看”该片。一位专注TMT
行业的券商分析师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目前放映端已经企稳，但是部
分片方仍持观望态度，不敢轻易拿
重磅内容试水，这时候进口片《侏罗
纪世界3》上映，如果能引发观影热
潮，势必会增加片方定档的信心。

广发证券研报表示，目前电影
市场内容端呈现出“头部更大、尾部
更长、腰部缺失”。疫情期间，影片
的票房集中度提升，这是因为疫情
反复导致电影的“社交价值”大幅降
低，观众选择观影内容更加谨慎，忠
实观影人次和弹性观影人次的中

枢明显下移，但观众对优质电影内
容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因疫情缩减。

该研报认为，随着全国疫情呈
现持续向好态势，预期6月份后各
地影院将逐步恢复正常经营，“我
们预计2022全年实现不含服务费
票房 415 亿元，恢复至 2019 年的
70%水平。2023年预计全国票房
将同比增长62%至673亿元。”

票房分布方面，灯塔数据显
示，今年端午档票房表现较好的城
市是广州、深圳、成都和重庆，成都
和西安亦有不错的票房表现。

“今年端午档受疫情影响较
大，上海影院仍在关停中，北京营
业影院数量不到100家，营业率接
近40%。”张荣棣进一步表示。

在上述分析师看来，电影行
业下沉市场的复苏表现也好于
一、二线城市。以端午档为例，三
线、四线城市票房收入为 7509万

元，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四成
左右。“一方面，大部分三线以下
城市影院照常开业；另一方面，疫
情期间跨城、跨省旅游减少，本地
娱乐的需求增加；此外，三线以下
城市的影院渗透率较低，用户观
影需求的边际提升空间较大。”

整体来看，我国二线至五线
城市还有较大的观影需求空间可
以发掘，广发证券研报表示，2019
年我国一线至五线城市的人均观
影次数分别约为 3.36次、2.08次、
0.87次、0.62次、0.47次，对比来看
美国2019年人均观影约3.76次。

“过去，互联网行业的搅局者
曾用低价来吸引电影用户。从最
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低价票补的
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决定观众是
否进影院的，更多的还是电影的
品质。”悦东文化 CEO 师烨东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端午档票房收入超1.7亿元 近500万人走进影院

本报记者 贾 丽

端午小长假，又值618大促，
朝阳区刚刚复业一周的家电卖场
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象。

“今年端午促销期间，门店客
流量差不多是去年同期的50%。”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的某家
电卖场，一位销售人员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6月5日上午8点50分左右，记
者在立水桥家电门店看到，还没
到商场营业时间，烈日下，几位消
费者正在门口排队。据了解，北
京市朝阳区的多家家电卖场，已
于5月29日开始恢复营业。不同
于以往节假日期间的人头攒动。
恢复营业一周以来，卖场门店略
显冷清。

线上订单火爆发货忙
紧俏商品紧急调货保供应

5月29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的国美电器、大中电器、苏宁电器
等家电卖场恢复营业。

“经过一周运营，客流量还没
有恢复到闭店前水平，整体销售
额不及去年同期的半数。”一位北
三环家电卖场门店店长告诉记
者。“很多消费者还是碍于疫情，
选择更为稳妥地在线上购物。随
着‘金九银十’销售旺季来临，门
店流量在下半年有望逐步好转。”

新奥购物中心的顺电内部人
士向记者表示，“5月28日接到通
知已经开始准备，第二天，商铺便
正式开门营业了。不过人流量明
显低于预期。”

与门店暂时冷清相反的是，
物流端却异常忙碌。由于部分实
体门店的仓库受疫情影响一度关
闭，订单出现了积压。复业后，物
流人员忙打单、配送货。记者注
意到，在门店仓储出口处，各类大
小包裹正在有序被运送。

据了解，6月份是空调、冰箱的
销售旺季，同时空气炸锅、扫地机
器人的销量也相对较高，目前大量
订单集中在制冷与智能产品。

安迅物流一位负责人对记者
表示：“北京部分地区门店物流运

力紧张，正在从其他部门抽调人
手，同时对紧俏商品空调和冰箱
紧急调货，保证供应充足。”

“线下店铺首要的是保急供。”
上述门店店长透露：“在闭店的时
间里，线上订单量呈现300%以上
的激增。即使是闭店期间，对于空
调等急需品，大部分卖场自营仓库
也一直在配送，只是会限流。随着
门店恢复正常，仓库货品的整体供
应趋稳，无论是库存还是配送，都
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家电卖场变身货品中转
及综合体验中心

停业期间为了应对实体门店
业绩不佳的情况，家电厂商们加
大线上布局和售卖力度，美的、格
力等更是转战直播“赛场”。“总部
鼓励门店自己开直播，增加线上
销量占比。”一位家电品牌直营店
销售人员向记者透露。

位于北三环家电实体门店的
一位负责人则称，目前门店已完
成转型，采用实体店+APP双店模

式，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来满足
消费者对生活购物需求。

记者注意到，在国美、苏宁等
线上APP，除了传统的家电、IT产品
之外，其均加大了对生鲜、奶制品、
食品饮料以及常见日用品的展现
比例，变身成为货品中转中心及综
合体验店。而配送大多为当日达
或次日达，直接由自建物流的人员
从邻近的实体门店提货送达。

“在疫情冲击之下，家电零售
卖场均在主动转型。客流受限、
价格无法形成优势、人工及门店
成本越来越高，传统渠道面临巨
大经营压力。零售和品牌商也在
减少中间商，转战线上，增加民生
资源供应量，从家电专营零售向
综合生活体验广场转型。”电商战
略分析师、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
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复产优惠措施
各不同

6月2日，北京市印发《北京市

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
实施方案》，提出45条举措助企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包括除原有减
免政策外，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
科技型孵化器为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减免房租的，按照减免
租金总额的50%给予补贴等。

“商场正在与店铺负责人讨
论房租优惠或减免事宜。我们已
提出减免租金的申请，具体还在
等通知。”新奥购物中心的一位家
电卖场内部人士称。

而大型连锁家电卖场，闭店期
间依旧保持线上销售，所以整体未
有太多动作，仅对入驻的品牌商降
低了部分进场费、柜台费。记者了
解到，部分家电品牌的专营店则在
闭店期间顺势关闭了部分店铺，将
现有店铺资源进行合并，进一步降
低成本。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严格按
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疫情防控工
作，做好卖场的消毒、消杀工作，
争取早日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水
平。”上述北三环门店店长对记者
表示。

实探北京家电市场：门店略显冷清 线上订单火爆

聚焦端午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