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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消费需求大幅释放
最近，“一桌难求”成了不少

消费者就餐的普遍感受。在广州
市北京路的“潮发”潮汕牛肉店
“长龙”不断，晚 6点等位的就有
几十桌，到周末这家店日均取号
更是近千桌。服务员小跑上菜，
直呼“最近客人好像接待不完”。

客流恢复促进营业额增
长。2023年 1至 2月，北京华天
所属各品牌整体同比增长约
12％。其中，同和居食府、新川
面馆同比增长均超过 20％。尤
其是同和居食府、二友居 2月份
销售额已超2019年，恢复至正常
水平。

为助力餐饮业复苏，1至 2
月，北京、深圳、杭州多地发放餐
饮专项消费券，效果明显。美团
数据显示，杭州、宁波、绍兴、深
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发放消费
券后，餐饮堂食消费同比增速均
达到了两位数。除了发放消费
券，多地政府还出台政策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包括支持外摆经
营、推出“餐饮贷”金融产品等。

餐饮之“小”折射发展之
“大”。中国烹饪协会分析，2023
年1至2月，全国餐饮收入增速、
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速分别
较上年同期上升 0.3个百分点、
0.1个百分点。今年 1至 2月，全
国餐饮收入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 10.9％，高于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幅5.7个百分点。

中国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
认为，1至 2月，在春节假期和助
企政策带动下，餐饮消费需求大
幅释放，餐饮市场回升明显，为
全年发展开了个好头，对于提振
2023年消费信心起到了“催化
剂”的作用。

2月郑州商品房
均价每平方米11247元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曹婷）昨日，记者从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2
月郑州全市商品房销售 17690套
（间），销售面积 170.5万平方米，
销售均价每平方米11247元。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 12583
套，销售面积135.71万平方米，销
售均价每平方米 12029元。非住
宅销售 5107套（间）,非住宅销售
面积34.79万平方米，非住宅销售
均价为每平方米8198元。

同时，2月郑州全市二手房
共成交 7121套（间），成交面积
79.54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
方米 9472元。其中，住宅二手
房共成交 6906 套，成交面积
72.37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
方米 9812元。

此外，2月在主城区的各区：
全市商品住房销售均价最高的是
郑东新区，每平方米 27789元；非
住宅销售均价最高的是郑东新
区，每平方米 15033元。二手住
宅成交均价最高的是郑东新区，
每平方米 14999元。非住宅成交
均价最高的是管城区，每平方米
12323元。

推进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建设
郑州首个
交通运输标委会揭牌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爱琴）昨日上午，郑州市
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揭
牌，郑州交通运输工作走上了更
加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发展的
新路径。

据了解，郑州市交通运输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综合交
通运输、公路工程、水运工程、轨
道工程、智慧交通、节能减排等领
域的地方标准制修订相关工作。

“标委会的成立，对认真执行
和推进国、省有关规范标准，提高
全市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水平，
提升交通运输规范化生产和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都将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标委会将
着力提升全市交通运输标准化水
平，努力打造更多高质量的地方
标准、行业标准，加快培养更多的
标准化人才，加快推进我市交通
运输标准化体系建设，为建成国
际化现代化综合交通物流枢纽提
供有力支撑。

1至2月，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2％

餐饮消费加速回暖 市场信心逐步恢复
摩肩接踵的

排队“长龙”、蒸
蒸日上的餐饮产
业……随着疫情
防控政策优化调
整，餐饮堂食等
线下消费场景有
序恢复，带动相
关消费回暖向
好。国家统计局
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 1
至2月，全国餐饮
收入同比增长
9.2％。

热闹的郑东新区CBD如意湖广场夜集市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宗福 图

盆菜、速冻菜……广州酒家加快
预制菜新品研发和产品升级，速冻食
品的营收一度是公司第二大收入来
源。《2022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白
皮书》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
规模达 4196亿元，同比增长 21.3％，
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元。

广东省餐饮服务协会秘书长程
钢认为，受疫情影响，人们的消费行
为和习惯变化，不少餐饮主体“危中寻
机”。有的主动调整经营方式，包括创
新预制菜等餐饮产品、加强产业跨界
融合，叠加新兴消费元素，扩展了商业
空间，优化了品牌体验和认知，最终增
强消费信任激活市场，以实现更平稳、
可持续、良性循环的发展。

包括直播、短视频，数字化渠道
和社交分享功能帮助刺激消费需求，
吸引更大客流，拉动餐饮消费。“我们
通过策划肥肥故事汇、美食推荐官探
店等视频，提升品牌热度。”肥肥虾庄
董事长柴标说，部分门店一天七八成
的客流来自网络平台引流。

更多老字号尝试跨界创新，吃喝
与游、演、娱、购等多业态结合，多样
新场景丰富消费体验。在陕西，集秦
腔演艺、老字号美食、国潮新零售为
一体，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的游客越
来越多；西安饭庄总店通过陕菜文化
体验博物馆，让顾客沉浸式了解当地
饮食文化；老字号企业变身“便民社
区食堂”，开启社区连锁新模式。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
件，创新消费场景”……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进一步明
确政策、稳定预期。

利企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推餐
饮消费升温。比如北京举行多样餐
饮促消费活动；广州陆续出台餐饮扶
持政策，对转型升级餐饮企业最高奖
励 100万元，对营业额增长企业最高
奖励 200万元；温州围绕降低餐饮业
准入制度性成本等，出台提振餐饮业
发展信心十条举措。

餐饮业主体信心更足，投资布局
加速。不久前，中国（广州）餐饮产业
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合作交流展上，上
百家餐饮企业提出近千个品牌餐饮
投资项目意向，既有粤菜、湘菜、川
菜、鲁菜等国内主要菜系，又有日料、
东南亚菜、中亚菜等国际风味，投资
金额超过30亿元。

第三方研究机构艾媒咨询相关负

责人张毅说，餐饮行业扩张表明信心
逐步恢复，拓展多元，并趋向中高档项
目。餐饮行业追求更高质量的品牌发
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宴会、聚餐、商务接待、预制
菜等各个方面都能看到餐饮业快速
恢复的信号。新模式、新渠道、新技
术不断涌现，推动餐饮业向多元业态
和品质化发展。”陕西省烹饪餐饮行
业协会副会长陈建奇说，也需要注意
到由于门槛低，行业竞争加剧，整体
利润率较低，原材料和服务成本日益
增加，因此要在专业化和产业化方面
进一步发力，提高竞争力。

业内人士表示，为了加速餐饮业
全面稳步复苏，要持续完善政策支持
和引导，推出更符合企业需求和市场
预期的帮扶、促消费政策，引导培育龙
头企业和领军人才，合理化产业布
局。同时，既要促发展也要反浪费、既
要产品创新也要守好食品安全底线。
据新华社

新动能“助燃”餐饮市场

新举措稳定行业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