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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说，因为每天要从北郊赶到政通
路上班，时间很紧张，所以根本没时间吃饭，
好在去年 10月份开始政通路上有了一个早
餐工程的餐车。“我每天到单位的时候买俩包
子一杯豆浆，花 3块钱，有时候吃点别的，感
觉很干净很放心。但是这几天餐车不出来

了。”不只是王先生，马女士也说，原来小区门
口有个餐车，后来因为物业公司收费等原因
撤了。而记者在兴华街也看到一个早餐亭
子，被人写上了“拆”字，已经不再销售早点。
王先生无奈地说：“我们真的不希望这次早餐
工程再次无疾而终。”

餐车不增反减，有的写上“拆”字

郑州早餐工程
遭遇尴尬

“前一段在俺单位门口还有一个早餐车，每天我买俩包子一杯豆浆，
这几天也不出来了。”在政通路上班的王先生忍不住抱怨起来。记者昨日
调查发现，原本计划在试点一个月后，再全面铺开的早餐工程，半年后不
但没有铺开，反而略有萎缩。 晚报记者 辛晓青

开始时红红火火的郑州第五次早餐工程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虎头蛇尾，无疾而终？
晚报记者 张翼飞 图（资料图片）

随后记者联系了参与二七区早餐工程的
两个企业。喜世华天的姜总很明确地告诉
记者：“早餐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公司获批
了 76 个点，现在都撤了一半，正在经营的
只有 34 个点。”对于原因，他表示很多，除
了部分网点设置位置不理想，营业业绩差
之外，大部分都因为涉及物业公司或者企
业、市场门口等，被要求缴纳各种费用而无
奈取消。而民生早餐公司的总经理史敏
说，他们的网点略有增加：“原来批准的第
一批是 52个，当时真正开始的是 28个，现

在增加到了 46个，但是我们期待的第二批
网点至今还没下文。”

民生公司和喜世华天在投入这次早餐工
程时，为了建设中心厨房，分别投入了 2000
多万元。史敏告诉记者：“我们设计的产能是
日产早餐50万份，但是现在仅1万份，产能释
放不到五十分之一。早餐本来就是一个微利
的产业，必须上规模才能盈利，但是现在的情
况很困难。”喜世华天的姜总也为此很是唏
嘘：“我们每个月都在亏，但是现在已经上马，
投入2000万元，必须坚持下去。”

按照去年早餐工程启动时的规划，在占
道经营试点1个月后，网点将从100个左右扩
展到240个网点，并将利用2～3年，将网点遍
布全市，仅民生公司考察设定的网点就将近
2000个，但是时过半年，市民正在逐渐接受
价格略高的放心早餐时，却面临推进困境。

二七区卫生局原本是早餐工程的牵头单
位，但是该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早餐
工程已经由商务局负责了。而商务局的工作
人员则表示，他们还没有正式接手。“我们很
希望能帮助企业做点事，不过由于涉及很多

部门，我们作为一个区的商务部门，同系统协
调有时候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跨部门跨级
了。我们也很着急。”

郑州市商务局行业发展处处长郭韶告诉
记者：“这次早餐工程各个方面反响都非常
好，无论是市民还是企业，但是现在网点的审
批还在进行，市民也不必着急。明天相关部
门就要开会研究这个事情。”同时他表示，“今
年政府对早餐工程的支持力度不会降低，甚
至比去年力度还要大，因为从省到市，都将推
进早餐工程列入了今年的十大实事。”

喜世华天的姜总说：“从国内早餐工程比
较成功的几个城市来看，比如宁波和兰州，都
是政府的主导力量很强大。”对此河南省商业
经济学会的秘书长宋向清也非常认可：“作为
一项民生工程，郑州市的早餐工程已经是第
五次了，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力量，还
是条块管理，各区管各区，各局管各局，肯定
还是很难推动。”

宋向清认为，郑州市就应该有一个统一
的规划和管理，不能让各个区来做。其次，他
还提醒企业：“价格有点高，经营方式太死板，
对于餐车服务员管理不灵活，应该重新改善
一下。”而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他也提出：“管
理应该再灵活点，餐车要求9点撤离，就必须
走，不同的地点规定应该略有区别，居民小区
和马路边就不能一样。”

企业：产能释放不到五十分之一，日子难过

政府部门：协调工作进行艰难

声音：政府主导力量应当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