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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菜市场买个菜，直接端回一盘小炒肉”。最近，在上海、广东等多地
菜市场推出代烧菜服务，消费者买来的鱼、肉、蔬菜等，不一会儿就可以变成
热气腾腾的菜肴，而且价格实惠，有消费者表示比外卖、餐厅都划算。

菜市场代烧菜服务，为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提供了一种便捷、平价的新选
择。一方面，菜市场代烧菜实现了买菜与“上菜”之间的无缝衔接，省去了自
己烹饪的环节，这对工作忙碌的年轻人、身体不便的老年人以及不想、不会
做饭的人来说，可谓省时省力、高效便捷。另一方面，菜市场代烧菜平价透
明与新鲜健康的特点，使其成为极具性价比的餐饮消费方式。在上海浦东
的一家菜场，普通炒菜的加工费在6~8元左右。有人将菜市场代烧菜视为
继家庭烹饪、外出就餐、外卖订餐、预制菜之后的又一餐饮消费新趋势，也有
行业观察者指出，其本质更接近于一种融合了餐饮与家政服务的创新模
式。顾客可以用相对低的价格吃到合意、放心的饭菜，是菜市场代烧菜打开
需求的核心竞争力。代烧菜吸引了更多消费者走进菜市场，以往不做饭、不
买菜的人群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烟火气，不仅为传统农贸市场经营
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让线下买菜、线下餐饮以一种切合实际需求的方式
刷新大众视野。

从火锅店到菜场书屋，从“帮摘菜”到代烧菜，在传统的菜市场，一系列
新业态频频兴起，不断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更新着自我定义。菜市场仍然是
人们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主要渠道，数据表明全国农贸市场总交易额约占生
鲜零售市场份额的57%；它正在向集购物、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平台转变，除了代烧菜服务外，许多菜市场还引入了农产品直供、净菜配送、
烹饪课程、特色小吃等多种业态，“老牌”菜市场打出的“新牌”，让烟火气也
增添了不少新意。这些菜场经济新业态是否能长久？传统菜市场靠的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细水长流，靠的是附近居民区常客、熟客、回头客的生
活需求。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代烧菜的落地呈现出更贴合传统菜市场经营
的可持续性，它并非是对传统经营模式的简单颠覆，而是在深刻理解并满足
当前消费者需求空缺的基础上，对传统菜市场服务边界的探索。既保留了
菜市场作为社区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亲切感与便利性，又通过创新服务模
式，吸引了更多元化的消费群体。

新业态吸引消费者把一日三餐置于菜市场，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农产
品供应链体系的拓展潜力。生鲜农产品的零售加工一体化，无疑减少了食
材从田间到餐桌的环节，缩减库存时间与损耗。同时，由于消费者直接参与
食材的选择和购买，也减少了供应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农户、供应
商、加工商的高效协作和信息共享，供应链的整体运转效率获得提升，使收
益可以集中在农户、零售商上，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附加值，以及供应链的
透明度和可信赖度有重要意义。在拉近农产品从“菜篮子”到餐桌上距离的
同时，代烧菜这类能长期带动菜市场经济活力的经营服务方式，也能通过供
应链将新的活力和需求传导到生产端，促使供应链上的农户、供应商、零售
商以及代烧菜服务商等各环节主体，积极探索如何在新需求中实现转型升
级，实实在在地带动农产品对接市场、扩大销售。

从百姓餐桌到田间地头，无论是农户、供应商、加工商还是消费者，农产
品供应链中的各环节主体，都能够在菜市场经济新业态兴起中找到实现共
赢的方式。而如何让共赢“蛋糕”做大？如何让新业态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有
序地推动农产品供应链升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我们审视菜市场代
烧菜这一新兴服务模式时，也不难发现，尽管它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与多样
化的餐饮选择，但在操作流程标准化、食品安全控制、健康饮食保障以及消
费者纠纷处理等方面，尚存诸多待填补的空白区域，亟须建立更为完善的规
范体系，以期形成可持续、可推广的普遍模式。商家还需要综合考量食材采
购、烹饪时间、厨房清洁以及顾客等待时间与服务费用之间的性价比问题，
同时确保整个服务过程中的食品安全与卫生标准，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问
题。

无论如何转型升级，菜市场作为人间烟火气的象征，其平价服务大众的
主线始终不能改变，应坚守服务民生、惠及百姓的初心。未来，随着更多创
新服务的不断涌现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菜市场必将以更加多元、便捷、
贴心的姿态，继续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温暖每一个归家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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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烧菜，
传统菜市场升起新鲜烟火气

“羊毛开衫一折 158 元”“羊绒衫毛衫一折
288 元”“长羊毛大衣 限时特价 378 元”……近
日，南京高温“稳定”在35度左右，但不少服装
店已经开始了“反季”售卖。记者走访发现，有
的门店一个晚上就能卖十多件大衣。

商家：一天能卖十几件大衣

在南京江北砂之船奥莱，二楼女装店铺大多数是衬衫、外
套等秋款。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进入店铺看到，有专门售
卖羊绒衫、羽绒服、大衣的货架。A馆2楼一家女装店铺内，1~2
折区大多是反季衣服，衬衫、连衣裙、短袖等夏款、秋款衣服折
扣在3.5折~6折。

虽然工作日，店铺内客流量不大，但销售手机却一直响个
不停。由于近期该品牌进行反季促销，不少衣服刚发到微信群
里就被“秒杀”，甚至还要“抢”。“100%羊毛大衣特秒478元”“羊
毛外套特价298元”“绵羊毛大衣一折”“鹅绒羽绒服338元秒”

“98%山羊绒+2%绵羊毛面料2折特秒……记者注意到，这些“特
价秒”的衣服店内大多没有，销售告诉记者，因为要清库存，所
以工厂直接发货。

“一天能卖十几件大衣，毛衣羊绒衫多的时候一天卖二三
十件。”销售告诉记者，大多数是熟客购买，“熟客对我们家衣服
比较了解，可能之前在实体店试过，正价没有买，现在一看这个
折扣很大，就立即下单了。”

选择这个时候“反季”特卖，店内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特价
秒杀”的衣服是2023年、2022年的秋冬款，“马上要上今年的冬
款了，所以现在降价卖旧款。”

新街口中央商场5楼一家女款时装店，从9月1日开始反季
活动，专门组织了全场5折的特卖场，基本以羽绒服、大衣、打底
衫为主。

消费者：买到心仪的衣服要碰运气

“反季节的衣服打折力度大，会比当季的衣服便宜很多。
但也是要看眼缘的，遇到好看又觉得价格能接受的才会买。有
的反季衣服款式材质都不太好的话，就算很便宜也不会买。”

“90后”朱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经常反季节买衣服，“我在夏天买
过冬季的大衣和羽绒服，打折力度都很大。曾经花过599元买
了原价1499元的大衣，相当于四折购买的，而且质量很好。加
上大衣买回来穿几年也不会淘汰，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性价比
的。”

当然，买反季衣服也有“失误”的时候，“去年冬天逛街，花
199元买了一件打三折的薄外套，等今年春天翻出来穿的时候，
感觉并不好看，现在吊牌还在。”朱女士表示，购买到合适的反
季衣服并不容易。

“一般从事时尚行业的人会在意新款，普通上班族对新款
并不‘感冒’，更多追求的是性价比和舒适度。”从事女装行业十
多年的韩女士告诉记者。

电商平台：90元就能买到羽绒服

打开电商平台，反季节羽绒服、大衣数不胜数。鸭鸭男装
旗舰店还专门将多款反季羽绒服做了合集售卖，折后价格在
149元到390元。罗蒙羽绒服旗舰店将54款羽绒服做了反季清
仓合集，最便宜的折后只要90元。

其实，除了衣服，反季销售的还有滑雪产品。线上销售平
台，不少滑雪服都标注了“反季福利”的字样。一款滑雪套装折
后，上衣389元，下装289元。

此外，9月份“滑雪旅游套餐”也因低价备受关注。携程上，
从南京出发，哈尔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长白山6日5晚
跟团游，含往返机票、5晚酒店，价格低至2945元，这个价格比冬
季旺季滑雪费用低不少。“滑雪专业人士对场景、温度各方面要
求高些，像我们这样的体验者，更倾向于性价比高的旅游套
餐。”“90后”南京市民刘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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