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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打开包装加热几分钟，一

份美味菜肴即可上桌，这就是被称

为“懒人福利”的预制菜。这几

年，随着“宅经济”崛起，快捷美

味的预制菜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心头

好。中商产业研究院推出的 《2021

中国预制菜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

究报告》 显示，我国目前预制菜市

场存量约为 3000 亿元，若按每年

20%的复合增长速度估算，未来 6

年到 7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可成长

为万亿元规模的市场。目前，已有

多家上市公司围绕预制菜加快全产

业链布局。

从前些年的默默无闻，到万亿

元市场规模潜力，预制菜的走红不

可谓不快。经济社会发展、居民餐

饮消费习惯改变、冷链物流发达、

农业工业化成本降低等多重因素，

共同促进了我国预制菜行业的发

展。但也要看到，我国预制菜行业

发展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存在

不少痛点。

最受消费者关注的是预制菜

的新鲜度及安全性问题。预制菜

通常是指以农、畜、禽、水产品

为原料，配以辅料，经预加工而

成的成品或半成品。预制菜从加

工到出售时间跨度较长，并涉及

冷冻冷藏环节，故其在食品保鲜

乃 至 安 全 等 方 面 存 在 更 多 风 险

点 ， 可 能 会 造 成 食 品 营 养 流 失 ，

甚 至 过 期 、 变 质 等 问 题 。 为 此 ，

业内需结合科技前沿不断更新预

制 菜 的 生 产 、 存 储 、 保 鲜 等 技

术，并结合终端菜品发展建立起

一套预制菜质量安全标准，着力

完善预制菜安全生产检测体系。

我国预制菜生产企业虽然众

多，却以小、散、弱居多，缺乏相关行业规范。企查查统

计数据显示，2020 年预制菜相关企业数量在 1.2 万家左

右，多为中小企业，多数停留在作坊式生产加工模式，产

品单一，标准化程度低。为此，有关部门在细化预制菜产

品标准体系、操作规范流程的同时，还需强化职业准入门

槛和行业自律红线，加大违法违规成本，为消费者的健康

及行业有序发展把好安全关。

我国不同地域饮食习惯差异大，起源于某一地区的预

制菜企业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跨区域经营难度大。

中式菜肴品类具有较强地方特色，而预制菜批量化生产需

提前做好菜式储备，要满足不同地域居民的口味有相当大

的难度。目前业内企业多为单一生产基地，冷链运输及仓

储物流能力制约了产品销售区域，影响了业务辐射范围。

因而，区域性预制菜要走向全国，关键是要构建区域覆盖

面广泛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较强的冷链物流体系，并加强

具有全国推广力的渠道建设。

新生代成为预制菜的主流消费群体，疫情以来，新的

餐饮消费需求则提升了更多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认知。下一

步，从业者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改进、创新和优化预制菜

生产及存储技术，使其安全性、新鲜度及品质得到提升；

如何针对不同地域、消费场景，精准开发预制菜产品，使

其满足更多消费者的细分需求。有关部门在做好市场引

导、扶持等工作的同时，也须进一步加强对预制菜品市场

的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唯有如此，才能让预制菜

在保证安全性及快捷性、融合个性化和品质化基础上，不

断适应市场需求，真正成为消费“新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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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与海

寒冬时节，往年此时较为冷清的大连滨

海路平添一处热闹地带。在山海相连的北

大桥，一处名为“车轮子”的露天咖啡店成了

许多消费者的打卡地。即使气温接近零摄

氏度，在这里手捧咖啡凭海临风也别有一番

滋味。这处露天咖啡店，几乎每天都能吸引

不少人专程前往消费。

12 月 6 日，穿着时尚的大连姑娘辛梅专

门和朋友驱车来此，她手捧着热气腾腾的咖

啡对记者说：“天气是有点冷，可知道许多人

来此打卡，我们心里也怪痒的。专程来发现

这里景色美，喝着咖啡心情也好。”记者注意

到，来此消费的顾客，或是驻足远望，或是沿

着北大桥漫步，观海、品咖啡，满怀惬意。

咖啡与海，这对组合正让大连滨海路的

浪漫不断升级。在滨海路石槽海湾，近几年

新开的漫咖啡主题餐厅每天都吸引着大批

消费者前来。这里极简而现代的建筑风格

和石槽海湾相映成景，成为许多摄影爱好者

的取景地。

渔人码头是大连滨海路上的著名景区，

原本是一个普通渔港，自从西餐、咖啡等主

题餐厅进驻后，这里立刻成为游客的聚集

地。近几年，渔人码头中式餐厅也在不断更

新换代，与这里的别致景观一起为大连海滨

的浪漫升级。

大连艺术学院教师韩群认为，美景与美

食的结合，是当下新消费呈现出来的一种态

势。在大连，这一模式正助推城市提升品

质，增添魅力。

在大连滨海地带在大连滨海地带，，这样由新消费模式带这样由新消费模式带

来的城市景观升级比比皆是来的城市景观升级比比皆是。。大连东港商大连东港商

务区是大连最新开发的滨海景观地带，这里

聚集的高标准餐厅，让许多消费者感受着现

代浪漫的气息。在星海广场周围，近几年新

开业的星巴克、喜鼎等中西新式餐饮，以别

致的菜肴和新式建筑，让这一亚洲最大的城

市广场魅力不断提升。

商圈变脸

从空中俯瞰大连恒隆广场，“太极双鲤”

的造型既有东方韵味，又不乏现代美感，尤

其是在夜幕之下，流光溢彩的光影渲染着整

座建筑，为魅力之城大连再添亮色。

作为大连市西岗区中心地带的高端商业

综合体，恒隆广场是集国际品牌、餐饮服务、

娱乐休闲、社交中心、交通节点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体验式城市生活空间。“我们努力为消费

者提供完善的服务业态和生活场景。如今有

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打卡，在恒隆感受大连

的活力。”恒隆广场总经理洪建山说。

近几年，涵盖艺术、科技、运动等领域的

主题活动在恒隆广场不断推出，这里常年与

艺术家联合举办各种主题性展览，推出各种

特色商业活动，让商圈更具文化气息，为大

连增添城市魅力。

大连中山广场商圈有着超百年的历史，

近几年，新消费模式和场景在中山广场周边

迅猛扩张，让老商圈焕发新活力。

每当夜幕降临，游客开始聚集，从中山

广场向延安路走去，各式新潮烧烤、精品料

理、大连创新菜等新派美食在这条街上令人

目不暇接；从中山广场沿鲁迅路至三八广场

方向，百年有轨电车与道路两旁新式服装

店、餐饮门店相映成趣。

近几年，青泥洼商圈、西安路商圈⋯⋯遍

布大连各地的商圈纷纷迎来新消费模式的改

变。在青泥洼商圈，大商百货适时推出天狗

商城，将实体店与网购结合，现场看货网上下

单，尽可能让利消费者。在西安路商圈，今年

5月推出的“潮街欢购季·集结五月天”主题促

消费活动新颖火爆，据西安路街道统计，活动

期间日均客流量达 37万人次，同比增长 23%。

未来，商圈对提升城市形象的作用将更

加明显。大连甘井子区明确提出，针对大连

北城区的华南商圈，将结合商圈开展老旧楼

院外立面改造升级工程，统一商圈与周边建

筑外立面风格，优化整体商业环境与功能形

象。围绕商圈建设，甘井子区还将建设完善

的地下空间系统与增设的大连 3 号线轨道站

点连通，实现人车分流。规划建设无人值守

停车场、无感加油等智慧配套设施，进一步

强化商圈智慧互联服务网络。

以节兴市

11月 11日，“0411消费季·2021大连冬季

促消费”活动在线上启动，现场发放的第六批

大连惠民消费券，仅用时11秒便被一抢而空。

据介绍，消费者可持券参加“2021 大连

冰雪体育消费季”“大连云上年货节”等主题

消费活动。通过组织平台企业与物流企业

相互配合，主办方还将云购物、云配送、云拜

年等特色“云”主题通过大连云购物 APP 进

行线上串联，推出秒杀、直降、满减等多形式

促销的“大连云上年货节”主题活动。

今年以来，以“大连购物节”为消费主题

的活动令大连市民印象深刻。

购物节依托线上线下消费平台，采取线

上线下联动促销等多种措施，通过价格直

降、现金满减、“券”抵消费等多种形式的系

列活动，鼓励消费者消费。

以节兴商、以节兴市，大连市抓住传统

节日，发动商贸企业、重点商圈开展系列促

消费活动。“品牌节”“家电节”“家居节”“安

居节”等活动接连登场，“大连美食文化节”

“大连国际海鲜节”“大连国际婚恋节”“星海

湾啤酒美食嘉年华”及中秋、国庆节系列主

题节日促销活动让大连购物节内容丰富。

今年以来，大连市文旅局还专门发放旅

游消费券 1500 万元，用于大连市国家 A 级旅

游景区门票和博物馆门票消费使用。交通

运输局向居民发放总额 1500 万元的出租车

乘车消费券。

一个个购物消费节关注度广、参与度

高。以 2021 年春季“消费节”期间促消费为

例，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春季促消费活动

惠民消费券共发放了 4 期，总额 3000 万元，

发放总量 60 万张，核销惠民消费券 47.32 万

张，核销比例达 78.87%，交易金额 4.2 亿元。

大连市商务局局长丛克介绍，大连购物节组

委会将继续做大做优“大连购物节”这一品

牌，将其打造成为一张独具特色的城市名

片，积极为促进全市经济繁荣贡献力量。

贯穿广东中山市小榄镇东升片区东西

的广珠城际铁路上，一辆辆城际列车疾驰而

过。紧邻铁轨南侧，是一座新建成的面积约

66 亩的棒球场——“熊猫纪念球场”。球场

上，气贯长虹的安打、豪气冲天的接杀、舒展

流畅的传接、剑指本垒的奔跑⋯⋯小榄镇东

升片区的小学高年级男孩们挥汗如雨。

在东升，棒球是最具群众基础的球类运

动。片区多所中小学已普及棒球运动，形成

了 小 学 、初 中 、高 中 相 衔 接 的 棒 球 运 动 梯

队。“从小就听大人们说东升先辈、‘中国棒

球之父’梁扶初的事迹，东升的小学都在原

来的运动场基础上改建为棒球场，还成立了

由不同年级学生组成的少年棒球队，鼓励大

家加入。”小榄镇益隆小学六年级学生陈希

贤说，他两年前就加入了中山市熊猫棒垒球

俱乐部少年棒球队，并被选入中国国家少年

U12 棒球队。

对于陈希贤母亲、东升片区居民易康养

来说，投入很少的基础装备资金，就可以让

小孩接受专业级的棒球集训，给她全家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棒球集训队不仅发现

和培育了小孩的特长，还给他很多外出锻炼

的机会，文化课也没有落下。这些年，他强

健了体魄、增长了见识、锤炼了意志，团结协

作的精神也得到了培养。”易康养告诉记者，

她身边朋友家有孩子参加集训队的，都对这

里的专业培养赞不绝口。

在中山市熊猫棒垒球俱乐部少年棒球

队组建方、“熊猫纪念球场”建设运营方——

广东熊猫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炼红看来，有着半个多世纪棒球运动历史

的东升，近年来棒球运动发展经历了从群众

自发的业余运动转向半职业化、职业化，由

单纯的校园运动转向产业化发展的过程。

据介绍，2011 年起东升就开始举办以

“熊猫杯”命名的各类型棒垒球赛事，通过赛

事交流让棒球走出中山。其中，“熊猫杯”少

年棒球国际邀请赛已经举办了 9 届，吸引日、

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在棒球小镇

进行高水平赛事交流；“熊猫杯”少年棒球锦

标赛经过 3 年运营，在 2020 年发布的《广东

省体育强省建设实施纲要》中，被列为“广东

十大国内品牌赛事”之一。

2016 年，东升迎来第一座国际标准棒球

场——熊猫少年棒球场落成，同年举行了第 9

届亚洲 U12 棒球锦标赛。2019 年，第二个国

际标准棒球场——“熊猫纪念球场”落成启

用，当年就举办了东亚杯及亚洲杯女子棒

球赛 2 个亚洲级赛事、7 个国家级赛事和 4

个 品 牌 赛 事 ，“ 中 山 国 际 棒 球 小 镇 ”声 名

远播。

在“特色小镇”概念尚未流行之时，当

地政府就提出了打造“中国棒球小镇”的构

想。2013 年，当地提出扶持棒球发展的“五

个一工程”——建设一座高标准的棒球场

馆，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球队，主办一项高规

格的品牌赛事，打造一条高附加值的产业

链 ，培 育 一 个 高 知 名 度 的 体 育 文 化 品 牌 。

中山熊猫棒垒球俱乐部秘书长陈慧说，这

些年来当地在体育产业上创新“政府牵头、

企 业 投 资 运 营 、社 会 支 持 配 合 ”的 发 展 模

式，以集训夯实群众基础，以赛事提升品牌

文化，推动棒球运动产业化发展。2017 年，

作为全国唯一以棒球为主题的特色小镇，

“中山国际棒球小镇”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公

布的全国首批 96 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

项目之一。

广东省中山市政协委员冯小龙说，特色

小镇是中山市推进重大平台建设、重构产业

发展空间以及坚持制造业立市、做强工业

“东西两带”的重要支撑。冯小龙认为，有

8000 多万人口的粤港澳大湾区，不能缺少体

育产业。正在打造枢纽型城市的中山，发展

以棒球为特色的体育文化产业，将成为重振

经济、突围升级的突破口。

对于打造国际棒球小镇，李炼红有自己

的设想：下一步，将在现有硬件基础上兴建

可容纳 25000 人的国际职业主球场，国际顶

级棒球赛事和酒店、美食街、商业街等配套

设施。在国内打造以“熊猫杯”品牌命名的

高水平运动赛事，在国际上，立足粤港澳大

湾区，举办“熊猫杯”世界四大湾区大奖赛，

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汇聚中山，提升中山城

市品质和发展活力。

滨海城市大连的魅力，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其超高的“颜值”。如

今，新消费在引领潮流的同时，还

在继续提升着大连的“颜值”，使这

座浪漫之城的魅力不断升级。

国际棒球小镇建设带动了广东中山市棒球运动热潮国际棒球小镇建设带动了广东中山市棒球运动热潮。。图图

为小棒球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英姿为小棒球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英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喻 剑剑摄摄

左图左图 大连东港商务区的一家大连东港商务区的一家

俄式餐厅俄式餐厅。。

右图右图 2424 小时营业的盛文书小时营业的盛文书

店店，，为大连增添一处文化新地标为大连增添一处文化新地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苏大鹏苏大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