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家住海曙青林湾

小区的王雅洁有点纠结。去年11月，她在网上

看到了一则消息：宁波市第一家“五星级”菜市场“优

乐惠”在江北洪塘正式开业，车程不过10分钟。

“听说这家新开的菜市场是‘五星级’，就想让家里人从脏

乱差的传统菜市场解脱出来。”在王雅洁的劝说下，她的母亲去

了几趟五星级菜市场，感觉着实不错，还吃到了享誉宁波的老味道

“味一早餐”。

然而，前几天的一则新闻又让她心生忧虑：根据市民报料，优乐

惠菜市场约一半摊位空置，部分摊主因客流较少主动撤出，顾客的

反馈也褒贬不一，菜市场的发展前景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

传统菜市场的改变的确顺应民意，但尚未高度契合市

场环境。如何直面并克服这场“转型之痛”？这是市民

王雅洁的疑惑，也是宁波各级商务部门、各菜

市场经营者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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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追逐前沿科技、新兴市
场、呈现“野蛮生长”态势的新零
售生鲜超市和生鲜电商平台，菜市
场有着贴近社区、贴近市民的天然
禀赋，是适合政府部门开展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建设、平抑物价、惠及
民生的“优质土壤”。“传统菜市场
或许在市场经营领域拼不过零售巨
头，那就走得更慢更扎实，依托大数
据，站好属于自己的‘安全岗’。”江
北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上半年，我市已完成 33
个智慧支付菜市场项目试点工作，
提现无需手续费的支付码张贴在各
菜市场店铺的醒目位置。以此为基
础，优乐惠菜市场使用电子屏幕汇
总各商户信息、公开收集市民评
价；惠风西路菜市场计划摆放智慧
计量秤，能在短短 2秒内生成一张
印有品名、产地、单价、重量、总
价的小票，省去了以往排队等待人
工称重算价格的麻烦；联心菜市场
更是引入了市商务委和人民银行宁
波分行携手打造的“智慧溯源电子
秤”，在过磅的同时识别菜品品
类，交易完成后可打印出带有追溯
二维码的小票。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小票上的二维码，就能洞悉当前所
购农产品的“出身来路”。

菜市场是追溯体系中涉及商品
类别最多、最贴近普通市民的环
节，也是运行最困难的环节。“溯

源秤的品种输入操作繁琐，增加了
经营户的负担、影响做生意的效
率，导致不少溯源秤沦为普通计价
秤，让追溯体系名不副实。因此，
我们借金融机构之力开发新产品，
提升操作速度、降低操作难度，实
现经营户、消费者的双赢。”杨辉
是市商务委落实菜市场追溯体系建
设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看来，联心
菜市场的试点已取得初步成效，溯
源秤可以在不增加操作负担的基础
上自动识别菜品图像，目前已覆盖
蔬菜、水果、肉、海鲜等品类 100
多种。一张张打印出来的小票则成
为市民消费的“定心丸”，只需扫
描二维码，即可查询所购农产品的
来源产地信息、进货日期和食品安
全检测结果。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
件或纠纷，消费者可以快速追查到
相关的责任环节。

如今，遍布全市的菜市场不仅
是提供商品、满足生活需求的消费
场所，更是宁波追溯体系城市管理
平台的“前哨站”。从菜市场的溯
源秤出发，信息逐渐汇总到管理平
台，既为市场管理与经营户提供参
考，也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和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

因此，当我们感叹时光飞逝、
传统菜市场风光不再时，需要擦亮
双眼，看清这一业态在新时代下不
可替代的新使命。

依托大数据站好“安全岗”

传统菜市场
直面“转型之痛”
记者 徐展新

传统商业业态的转型升级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扎根社区、直
接满足普通市民日常三餐需求的菜
市场，前进得有些缓慢。华润万
家、欧尚等大型商超早早开辟了生
鲜柜台，以 M6为代表的生鲜电商
也铺设了大批线下实体店，盒马鲜
生已开出两家门店，超级物种也在
三江口的芝士公园完成亮相，将追
逐优质消费体验的年轻消费者带离
了传统菜市场。

直到今年，一场“五星级”菜
市场建设的“春风”终于吹入了甬
城。去年 11 月开业的优乐惠菜市
场吹响了前奏。很快，江北日湖菜
市场于今年 4月竣工通过验收，鄞
州惠风西路菜市场于今年 7月竣工
通过验收。7月28日，高挂“智慧
菜市场”和“五星级菜市场”两大
招牌的日湖菜市场结束试运营，正
式运营当天就客流爆满，二层抽奖
柜台前的队伍一直排到了电梯口。

争先恐后进入市场的“五星级”
菜市场，依靠什么吸引顾客？和所
有转型升级的新型商业业态相似，
绕不开环境、服务这两个关键词。

最早亮相的优乐惠菜市场，不
仅在外部装修、内部装饰上实现了
统一标准，将品牌形象灌注到每一
家店铺的门面乃至二维码上，还设
置了专门的休息区域，完全抛弃了
传统菜市场快速、高效、简单、粗

糙的理念，向广大年轻消费者抛出
了橄榄枝。同处江北的日湖菜市场
相对保守，但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过道上时常徘徊着清洁人员，
地面几乎没有丢弃的菜叶和纸张；
一米多高的制冷机摆放在人流密集
的区域，让顾客可以避开酷暑舒服
买菜；此外，虽然没有统一各店铺
的装修风格，但墙面上清晰醒目地
标注着不同区域的名称，还搭配了
生动的图案。

“五星级”的市场，自然需要搭
配“五星级”的服务。如今，优乐惠
菜市场的地下停车场全天免费，电
动自行车雨棚充电桩也已改造安装
完毕，日湖菜市场安装了自动扶梯
和垂直电梯，店铺上方悬挂的电子
屏幕也格外醒目，便于顾客了解店
铺情况、经营者信息，还能依据购
物体验扫码评分。“一个成功的‘五
星级’菜市场，需要和顾客产生良性
互动，不断发现不足、修正错误。”日
湖菜市场负责人胡丰安表示。

今年年底，建设完毕的惠风西
路菜市场要和市民见面了，列入市
商务委肉菜追溯试点单位和智慧菜
市场试点单位名单的联心菜市场也
大刀阔斧地开始转型。很快，菜市
场冠名“五星级”就会成为一种常
态，但能否长期平稳运营、能否在
生鲜电商和线下新零售门店的夹击
下生存，仍是一个未知数。

菜市场兴起“五星级”

“目前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
‘五星级’菜市场，已经取得了一
些突破，但远未达到我心里的标
准。”市商务委副主任杨茂印的评
语，道出了这批菜市场的尴尬处
境。“五星级”盛名之下，市场未
必接受，群众也未必买单。

王雅洁看到的那则新闻，是由
优乐惠菜市场附近的居民曝光，甬
派客户端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对
此，该菜市场的招商负责人周子君
坦诚地告诉记者，菜市场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可以容纳 70 个摊位，
但只有 30 多个摊位完成了招商。
商户不足、客流减少，让菜市场的
氛围略显冷清，更让经营业绩变得
难以启齿，难免遭受外界非议。

在坦承问题的同时，周子君也

有些委屈。事实上，优乐惠菜市场
是姚江邻里中心的组成部分，除了
菜市场，一层引入了三江邻里店、
味一早餐门店、赵大有糕点门店和
花市，二层还有部分培训机构，目
的是为周边不同类型的消费群体提
供生活服务。确定选址时，创始人
就注意到周边小区普遍偏新，入住
率较低，早早做好了前期经营业绩
不如意的准备。“在这里建设‘五
星级’菜市场，需要承担高昂的建
设费用和管理费用，且前几年无法
收获显著的经济效益。我们的目的
是借鉴、应用国外的精品菜市场经
营模式，在宁波进行测试，为此后
的迭代升级做好数据积累。希望消
费者多给一些时间，多给一些机
会。”周子君说。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随着零售领域经营理念革
新、科技研发进步，模式单一的
传统菜市场开始自我升级，功能
更丰富的创新型生鲜超市更是

“百花齐放”，一步步改变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

看向邻城上海，去年就制订
了《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指
南》，从规划合理、经营规模、
统一结算、电子标签、追溯完
备、基地对接、价格稳定、品牌
入驻、供应链完善、管理制度等
10 个方面为示范性标准化菜市
场“建章立制”，如今标准化菜
市场比例达到90%。宁波也不甘
落后，从去年 7月起推进支付码
进菜市场工作，今年计划在海

曙、江北、鄞州等地开展追溯智能
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示范工作，让脏
乱差的传统菜市场退出人们的生
活。

与此同时，各级商务部门主动
引入新业态，与菜市场差异竞争，
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市民的个性化需
求。其中，三江、苏宁、新江厦都
在宁波批量布局邻里小店，盒马鲜
生和超级物种已成为辐射全城的

“网红生鲜店”，全市首座地下商业
综合体东鼓道正筹划自建占地数千
平方米的大型新零售生鲜超市“米
豚”，M6 生鲜则拥有近 50 万持卡
用户，还在宁海搭建多座互联小
村，将社区店和原产地连结成优质
农副产品销售生态圈。（徐展新）

生鲜零售走向“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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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菜市场尽管仍占据着大部
分的市场，是消费者采购一日三餐所
需的主要场所，但它“地盘”的缩小、
市场占有率的降低，也是不争的事
实。不少大爷大妈挎着菜篮子从传统
菜市场走进了超市，而年轻一代宅男
宅女又被电商从超市拉回家里去。还
有越来越多冒出来的家庭式蔬菜行
办进了居民小区。他们都在“蚕食”着
传统菜市场的原有市场份额。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菜市场
的弊端日益明显，比如环境的脏乱
差，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过去是没得选，现在有更好的购物
环境，一部分人自然跑到购物环境
好的地方去了；比如讨价还价，在传
统菜市场，消费者知道可以讨价还
价，而摊主知道消费者要还价就提
前加价，一来二去，双方都费时费
力，还不如商超等明码标价“一口
价”省心省力。再说，传统菜市场在

服务、价格方面也没有多少优势了。
所以，在我看来，传统菜市场想再回
到过去那种一家独大甚至“垄断”的
日子已是不太可能了，毕竟菜篮子
供应的新业态不断增多，并受到不
同需求的消费者欢迎。

但是，菜市场毕竟承载着我们
城市的文化记忆，不论是从当前百
姓的需求看，还是从行业发展的角
度看，或者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看，菜
市场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不可能都被替代，还需要它发挥重
要的作用。当前，传统菜市场需要的
是加快转型升级，在硬件设施建设
上，在管理服务上，特别是智慧化方
面，要有一个大的改变。如不加快转
型升级，难免要被淘汰。

城市化不是“格式化”“同质
化”，我们期待传统菜市场通过转型
升级，能重新焕发出自己的魅力。

（李国民）

不转型升级，难免被淘汰

数公里之外的日湖菜市场周边
环绕居民区，没有客流少的困扰，
面对的却是转型升级不彻底、“换
汤不换药”的质疑。正式开业当
天，记者询问了多个买菜的顾客，
他们普遍认可菜市场的菜价和环
境，却对“五星级”这一称号不置
可否。“这里刚刚开业，当然比较
干净，安保工作也比较认真。以后
是不是能保持下来，可就说不准
了。”市民俞先生表示。

追求优质服务、精致生活的
80 后和 90 后消费者，也会带着怀
疑的目光看待传统菜市场的转型升

级。“在我看来，菜市场这一业态
已经走入了黄昏，和当下盛行的生
鲜超市存在本质上的差距，在这基
础上进行的转型似乎没有意义。”
今年 25 岁、在新媒体行业工作、
管理着零售类公众号的殷雪直言不
讳，“如今，大型商业综合体纷纷
招引盒马鲜生、超级物种，M6 也
开遍了大街小巷，我很难说服自己
再次走进菜市场，即便它有了‘五
星级’的名号”。

就在这重重质疑之下，传统菜
市场缓慢前进，摸索着适合自己的
发展道路。

▶手机扫取二维
码，就可以了解菜品
的“前世今生”。

（徐展新 摄）

▶“五星级”日
湖菜市场的大门。

（徐展新 摄）

◀菜市场转型升
级之后，交易的模式
和场景并没有变化，
是否“换汤不换药”？

（徐展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