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 包 店 为 什 么 很 少 打 折
王 琳

近日，“面包浪费有多严重”的话题引发

热烈讨论。有报道称，有的烘焙门店每天面

包报损率甚至可以超过 50%。与此同时，几

十元一块的面包、上百元一份的吐司等“面包

刺客”话题也多次登上热搜。

一边是面包价格居高不下，另一边又是

浪费严重。不少网友建议，晚上临近闭店时，

将当天未卖掉的面包打折出售，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浪费现象。可有的商家并未采用

这一举措，似乎更愿意将其报损。

为什么不愿意打折？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

秘密？

从商家角度来说，打折出售有可能影响

面包正常销售。比如，同一款面包，上午刚烤

出来时能卖十几元，但等到晚上打折销售时

只能卖六七元。这样一来，有些顾客可能就

会等到打折后再来购买，而以正常价格卖出

去的面包将会变少，影响商家营业额。此外，

维持相对稳定的销售价格，还有助于稳定顾

客对产品的价格预期。

很多时候，高价格往往与高品质、独特体

验相关联。一些烘焙品牌特别是高端品牌，

想要保持自己的品牌调性，需要统一的价格

体系来支撑。如果价格不断变动，那么就会

影响品牌调性，还可能会影响忠实客户群体

的购买行为。

从顾客角度来说，大家常说“便宜没好

货”，打折促销的面包可能会让顾客产生“之前

的价格是怎么回事”之类的不信任感，怀疑是

否物有所值、是否质量过关、会不会不够新鲜

等，进而降低对面包店的信任度。

那么问题来了，卖不掉这么多面包，又为

何做出来这么多？

一方面，店面橱窗摆放求“满”。有研究

显示，产品多样性与顾客的购买意愿呈现强

正相关关系，产品多样、购物环境称心能增强

顾客留在店里的意愿，甚至能在无形中培养

回头客。也就是说，将橱窗摆得满满当当且

种类齐全，能激起顾客的购买欲望。为了将

产品摆满货架，商家选择生产充足甚至过量

的面包，若在保质期内未完全售出，就会造成

报损情况。

另一方面，烘焙行业是传统高溢价行业，

即使加上损耗浪费的部分，毛利率仍然有较

大空间。为了弥补高报损率带来的成本增

加，面包店会保持商品的价格以保证盈利。

产品的售价越高，报损率越高；而报损率高，

又刺激售价越高。商家有自己的定价权，宁

可多做一点，也不能没货卖。

还有一个原因，面包店通常会提供多种口

味的面包，以满足各类顾客的需求。这意味着

即使某些口味的面包销量不佳，面包店仍然需

要制作，以保持品种的多样性。

对面包店来说，如何在保持品牌调性的

同时减少浪费、提高性价比，探索一条兼顾利

益 与 降 低 浪 费 的 共 赢 之 路 ，是 必 须 思 考 的

问题。

比如，可通过优化生产和库存管理，依托

客流量、购买记录等大数据进行需求预测，优

化生产流程，加强库存管理，合理安排生产

量，避免过剩造成浪费。

希望更多商家通过创新，找到更多解决

浪费问题的有效途径。面包店卖不出去的面

包该如何处理，你有什么好建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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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 潭 跃 动
刘 兴 严米金

“涟漪旋其中，雄鹰舞其上”，鹰潭因此得

名。这座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下游的城

市，“东连苏浙，南控瓯闽，扼鄱水之咽喉，阻信

州之门户”，是赣府锁钥之地。

1983 年设市、面积仅有 3556.7 平方公里、

不到 120 万人口的这座小城，对许多人来说或

许有些陌生。若是读过钱钟书的《围城》，翻过

施耐庵的《水浒传》，或许对“她”有那么一些

印象。

每座城市都有其耐人寻味的气质，鹰潭是

个有“风”的地方：乘风而起，从“一条路，一幢

楼，一个公园一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的小

镇，一跃成为鹰厦、浙赣、皖赣、沪昆铁路交会

的华东交通枢纽；迎风而向，婉约灵秀的江南

气韵注入工业的钢筋铁骨，升腾起一座新兴铜

工业城市，一座涌动着无限可能的智慧新城。

因路而生

信江，江西五大河流之一，发源于怀玉山

高峰东侧，在鹰潭境内蜿蜒 62 公里，由东向西

而过。

“浩浩江河流经鹰潭龙头山下，陡遇磐石，

激流回旋，凝碧成潭。”鹰潭公园内，一块石碑

记录着鹰潭的过往。68 岁的市民夏东标每每

散步到此，总喜欢向孙辈们讲述鹰潭由水而起

的典故。不仅是鹰潭，其下辖所有区（市）——

贵溪、余江、月湖等，也都因水得名。

鹰潭早期的兴起缘于水路。信江直通鄱

阳湖，形成了一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由漕

运发展起来的鹰潭码头，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仍是一派繁忙景象。“日出千人涌，夜泊万盏

灯”，往来于赣、浙、皖、闽的商贾在此云集，带

来街市的鼎盛和繁荣。

跟随着历史车轮的轰鸣，鹰潭翻开崭新的

一页。1935 年浙赣铁路就修到了鹰潭，1954

年鹰厦铁路打响了“第一炮”，10 万铁道兵沿

着鹰厦线从北到南，开山凿洞、架桥铺轨。

夏东标的老房子就在火车站附近，他从小

是在火车鸣笛声中入睡的。成年后，他坐着绿

皮火车外出谋生。说起鹰潭铁路，他如数家

珍，“1984 年 6 月，皖赣铁路投入运营。浙赣、

皖赣、鹰厦 3 条铁路干线在鹰潭交会，从那以

后，鹰潭一下子就热闹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最大火车车辆编

组站之一的鹰东编组站、全国五大货场之一的

鹰南货运站、江西境内屈指可数的鹰西客运站

相继建成，鹰潭站成为当时江西省唯一一个集

客、货、编组于一体的特等站，一跃成为华东地

区举足轻重的铁路交通枢纽。

“城 市 是 火 车 拉 来 的 ，人 也 是 火 车 拉 来

的。”30 年前，铁路工人甘正平离开家乡来到

鹰潭。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操着带有

各地口音的普通话，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很快就

没有了。这座城市，包容接纳了无数像他一样

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创业者。

2014 年 12 月，随着沪昆高铁杭长段开通，

鹰潭北站正式投入运营。如今，凭借通达四方

的列车和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鹰潭经济发展

触角主动伸向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

带，加快承接长珠闽产业转移，打造对接长三

角一体化先行区。

光阴荏苒，信江重新恢复通航，老码头上

建起了信江景观浮桥，高铁鹰潭北站人来客

往。“有时候半夜醒了，听不见火车进出站时长

长的汽笛声，常常觉得仿佛缺了些什么。”夏东

标搬进信江新区的新房子，不再住在铁道边，

却依然怀念那段时光。

因铜而起

巨大的冶炼炉被烧得通红，像极了炽热的

铠甲，散发出强烈的光和热。炉口处，熊熊火

焰犹如一条火龙。

工人们身穿厚重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

熟练地操控着机器，将铜矿石投入炉中。随着

炉火不断升温，铜矿石在炉内逐渐熔化，变成

炽热的铜液。

这样一幅工业“奔腾图”，对刚高中毕业的

夏兴旺而言太感震撼。那是 1985 年底，工厂

里的炽热一下子烙印在他心底。

赣鄱大地是我国铜资源的富集地。1979

年，江西铜业贵溪冶炼厂落户鹰潭，作为国家

“六五”计划的重点工程，系上了这座工业城市

的第一粒纽扣。

夏兴旺捧起“铜饭碗”，进入江铜贵冶成为

一名工人，这里不仅是他工作的地方，更是他

梦想成长的地方。从那以后，他在生产一线一

干就是近 40 年。

等儿子夏川奇大学毕业后也来到厂里工

作，夏兴旺攒了一辈子的骄傲终于可以讲给儿

子听：他独创了“夏兴旺浇铸法”，创立以他名

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和团队一同拿下

60 余项自主攻关项目、10 项国家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

产业工人在车间奋战的一年年中，鹰潭铜

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10 年，鹰潭铜产

业成为全省首个过千亿产业。一根根铜杆、一

圈圈铜线、一个个铜

铸 件 ⋯⋯

铜产业“浇筑”起了鹰潭经济的钢筋铁骨，也让

鹰潭人过上“吃铜饭”“用铜钱”“发铜财”的富

裕生活。

2004 年，浙商马力和伙伴来到鹰潭创办

铜业公司时，看中的就是鹰潭的铜产业优势。

“背靠大树好乘凉，挨着龙头心里踏实。”马

力说。

经历过初创的艰辛，见证过发展的风雨，

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马力用“精彩而壮丽”

来形容在鹰潭创业的 20 年。如今，企业规模

不断扩大，马力和伙伴又开启“二次创业”，“从

粗铜加工企业转型至铜精深加工新赛道，大胆

迈步、小心探索，前途曲折但光明”。

马力口中的“大树”，如今也长出更茂密的

枝丫。鹰潭形成了全国设区市中铜企业最集

中、产业链最完备、产品门类最齐全、后发优势

最强劲的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拥有集群铜

规上企业 240 家，铜材产量连续 10 年居全国第

一 位 ；近 1000 个 规 格 铜 加 工 产 品 涵 盖 全 球

90%以上铜及铜合金牌号和铜加工材品种；

2023 年 ，铜 基 新 材 料 产 业 集 群 营 业 收 入 超

4000 亿元。

鹰潭工业“一铜独大”，鹰潭铜业“一枝独

秀”。曾在鹰潭科技战线奋斗多年的杨桢笑

称，鹰潭“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正是

多年坚持把发展铜产业作为重头戏，才让鹰潭

铜产业在全国“有为有位”。

厚重的铜工业，衍生出一枝独特的文化之

花。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俊军右

手紧握小锤，左手捏住錾刀，一敲一挪、一重一

轻，伴随着悦耳的“叮叮”敲击声，錾刀一笔一

笔划过铜板，留下道道细密的凹痕，一只栩栩

如生的小鸟跃然铜板之上。从小生长在这座

因铜而闻名的城市，黄俊军在传统金属錾刻技

艺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特有的“骨法造型、精雕

细刻、以形求神”的工艺特色。

每次途经鹰东大桥，黄俊军总会看一看信

江之滨那座重达 10.6 吨的重量级铜雕作品《神

鹰悦潭》。“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铸铜雄鹰雕

塑。”黄俊军说，城区公园有渔舟唱晚铜雕，龙

虎山下有精铜打制的铜门，这些都是独属于这

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因数而新

当第一缕朝阳穿过薄薄的晨雾，照射在鹰

潭市南方圆 100 公里的丹霞群山上，龙虎山九

十九峰二十四岩绵延成气象万千的秀美身影。

家住信江新区的王新芳常带朋友前往龙

虎山欣赏这幅山水画卷。这几年她发现，智慧

旅游打开了龙虎山又一扇神奇的门。AI 导游

讲解着每一个景点的传说故事，泸溪河上竹筏

工有了时髦的二维码⋯⋯这座千古名山正以

新颖的方式，演绎着“龙虎天下绝”。

传统导游与 AI 导游同台讲解，传统劳动

力被工业机器人所取代，产线自动回传生

产数据，模块“代跑”读取计量⋯⋯这一

幕幕正发生在鹰潭许多工厂、车间中。

迈入数字化时代，鹰潭产业“遇

见”了物联网。2017 年 9 月 13 日，

国 家 03 专 项 试 点 示 范 基 地 落

户。坚持网络为先、平台支撑、

应用牵引、产业为本，鹰潭加快

培育数字经济产业，加速数字

经济赋能赋智。

10 年前，每到月底都会

有抄表员上门，登记每家每

户水表上的数字。如果哪

里的地下管道发生漏水，维

修师傅要用漏水检测仪、测

漏棒一点点听声辨位。如

今，“每块水表都可以自己

‘打报告’，以前的抄表

员 都‘ 解

放 ’了 ”。 三

川智慧科技股份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负 责

人左富强笑着说：“我们

就是让水表变‘聪明’的人。”这

家传统水表生产企业在物联网技术助

力下，开发出窄带物联网水表，让供水走上

“云端”。

一张铜箔纸有多薄？江西鑫铂瑞科技有

限公司有答案，该公司建成全国铜箔行业首家

5G+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生产出行业领先的

3.5 微米铜箔，厚度是一张 A4 纸的二十分之

一，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生产。

一根铜丝有多细？在江西康成特导新材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最细的铜丝直径为

0.012 毫米，是头发丝的八分之一，需要侧着光

才能看见，产品主要用于航空航天、无人机、精

密医疗器械等。

好风凭借力。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

生产力，勾勒出产业的“厚”与“薄”、“新”与

“兴”。全面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产业加速

实现由粗到精的提升、由量到质的跨越。

1992 年出生的韩明明，已是众鑫成铜业

有限公司的一名老技术员了。“10 年前我初

来时，1 人管 1 台老设备，生产的也是粗铜管、

铜杆之类的产品。”韩明明说，现在工厂全部

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一个人就可以管 20

台机器，生产应用在空调系统中的镀锡铜包

铜线”。

2019 年以来，鹰潭成功举办三届江西国

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赢得“全球智慧城市数

字化转型奖”和“全球智慧城市中国区产业数

字化转型奖”；物联网产业集群纳入国家第一

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紧抓窗口期，曾“一铜独大”的鹰潭产业开

启了又一次龙腾虎跃：在数字产业化上聚焦发

力，在产业数字化上持续攻坚，构建具有鹰潭

特色、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的新经济增长极。

“鹰落樟青情无尽，潭空水绿意更深”，这

是鹰潭公园的一副对联。既奔放，也含蓄，年

轻 的 鹰 潭 ，古 老 的 鹰 潭 ，在 40 多 年 间 跃 动

奔跑。

此时塞上，贺兰山东麓的

葡萄酒产区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展藤季，葡萄酒进入新一轮

生产种植周期。

早上 5 点半，天还没亮，家

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木兰

村 28 岁的马启力就开着面包

车出门了。他是一名能干的

劳务经纪人，常年组织村民在

附近的酒庄务工。拉上几名

本村村民后，他又去较远的武

河村拉了几名村民，然后去原

隆村富麓酒庄葡萄园展藤。

“ 因 为 北 方 冬 季 气 候 寒

冷，在入冬后，需要把葡萄藤

埋入土中，以便防寒过冬。到

来年天气转暖后，再把埋在土

中的葡萄藤挖出来，架在葡萄

架上，让葡萄藤在阳光雨露中

茁壮成长，这就是展藤。”主管

富麓酒庄生产的立兰酒庄车

间主任刘莉说。

早上 6 点半，马启力拉着

村民到了葡萄园。68 岁的原

隆村村民何淑琴也早起做了

一锅洋芋疙瘩，和丈夫李进忠

吃了早饭，然后一起扛着铁锹

走 向 离 家 500 多 米 远 的 葡 萄

园。7 点钟，住在附近的村民

也都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到了

葡 萄 园 ，男 女 老 少 总 共 30 多

人 。 晨 光 中 ，贺 兰 山 雄 伟 壮

丽 ；山 脚 下 ，葡 萄 园 一 望 无

际。村民们提着铁锹走进葡萄园，沿着拖拉机犁地后的

葡萄沟挖土展藤。

铲土、抓藤、搭藤，何淑琴和李进忠两人合挖一条沟。

尽管两人已年迈，进度较慢，但动作十分娴熟，自 10年前移

民至此，这项工作老两口也干了10年。而23岁的马洋则是

第二年干这个活，略显吃力。闽宁镇是个移民搬迁镇，移民

来自宁夏南部山区。因为镇子周围酒庄密布，众多移民靠

在葡萄园常年务工顺利脱贫，创造了把干沙滩变成“金沙

滩”的奇迹，闽宁镇也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如今，葡萄园是闽宁镇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战场。

“展藤是计件活儿，按照沟的长短算工钱。一沟将

近 200 米长，挖一沟挣 80 元，平均一人半天能挖两沟，挣

160 元。少数体力好、干活麻利的人半天能挣二三百

元。相比前些年，现在工资都提高了，而且都是现场

发。”马启力说，从展藤到埋土，村民们一年在葡萄园务

工近 10 个月时间，收入十分稳定。

不一会儿，大家身上就热气腾腾。年轻力壮的把外

套脱掉，挂在葡萄架的柱子上；年龄大的就席地而坐，短

暂休息；有的人渴了，便到田埂边去喝水，火热的劳动场

景充满着春天欣欣向荣的气息。

不仅是富麓酒庄，火热的劳动气息弥漫在整个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该产区是国内冉冉升起的优质葡

萄酒明星产区，酿酒葡萄总种植面积达 60 多万亩，先后

有 60 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上获得上千个奖项。

葡萄园里展藤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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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中的龙虎山一角云雾中的龙虎山一角。。

何何 清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演员在泸溪河上表演古越人捕鱼演员在泸溪河上表演古越人捕鱼。。

顾淑凤顾淑凤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