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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企
业，撞上一家成立 4年的新电商，会在新消
费时代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2019 年 12 月 20 日，拼多多年货节开
幕第一天，东来顺羊腿“万人团”狂欢开
抢。“百亿补贴”下的东来顺羊腿，售价 99.5
元，击穿老字号线上零售历史底价；为年
货节推出的羊肉“合家欢聚大礼包”，集羔
羊切片、上脑、肋排丰富产品，引发抢购。

“希望全中国天南地北的家庭都能在
年货节期间，通过拼多多买到、吃到东来顺
的羊肉，在家也能享受阖家团圆的快乐。”
东来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立新说。

据悉，今年年货节，拼多多联合 30 万
优质商家和数千头部农产品品牌，推出了
百万款全网极致性价比的品质年货，满足
5.36亿消费者不断升级的年货需求。拼多
多年货节负责人介绍，“平台将发放高达
40亿元的红包，让大家在‘年货大街’上边
玩边买，持续激发和满足新客群和新场景
下的新消费浪潮。”

“老字号”加“新电商”，产品覆盖
全国消费市场

晚上 8 点半，一辆卡车拖着一车满载
的羔羊，开进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东来

顺羊肉加工基地。
“车里总共有 284 只

羊 ，多 为 小 尾 寒 羊 品
种。”羊贩李国福说。

从进入基地算起，理
论上最快只要 3 天，“这
一车”的羊肉就能到达
北京消费者的餐桌上。

诞生于 1903 年的东
来顺，以招牌涮羊肉闻
名。从北京最早的一家小
饭庄，它如今已成为全
国各地拥有 180 多家线
下门店、年营收以亿元计的老字号企业。

羊都购自内蒙古草原，随后送往乌兰
察布市的肉业基地。基地已运作了 20 多
年，一年加工 20 万只羊，承担了东来顺全
部的羊肉生产加工。

2014 年起涉足电商的东来顺，入驻拼
多多半年多，就发现来自拼多多的惊人消
费需求。“我们现在是拉一车就卖一车”，
在北京的东来顺库房里，电商运营负责人
说，平台上东来顺羊腿、羊排卖得非常好，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开辟了很多全新的消
费市场。

秋冬一直是羊肉的消费旺季，尤其是
过年前后。拼多多通过“百亿补贴”、万人
团、限时秒杀等现象级入口，联合东来顺
等龙头企业用最好的羊肉助老百姓过一
个“实惠、有趣、温情”的高品质新年。

这个年货节，东来顺既准备了看家的
羊肉产品，还推出了年货礼盒。礼盒是全
羊或半羊的羊肉大礼包，羊腿、羊排、羊蝎
子等一应俱全。年货节期间，东来顺羊肉
基地加班加点，最忙的时候，这里一天要
加工超过 1000只羊。

适应新时代做创新，向“新消费”谋变

手持锋利厨刀，熟练地剖开羊胴体，
东来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
立新在东来顺西直门门店里，向 3 位学徒
当面手把手地传授刀工。

1971 年就到东来顺参加工作的陈立
新，是东来顺涮羊肉技艺的唯一传承人。

“百年老店既要有传承，也要适应时
代做创新。”陈立新说。

拼多多年货节负责人介绍，平台数据
显示，线上消费者喜欢三五斤重的羊腿、
羊排等，无论做菜煲汤，还是剔肉涮火锅，
吃法丰富，反馈的数据都很好。

来自拼多多的海量产品和价格消费
数据，帮助东来顺不断尝试，在传统羊肉
卷以外开发了诸多创新产品，大受市场欢
迎。“拼多多的获客成本、运营成本相对要
低很多，使我们可以以非常实惠的价格把
羊腿羊排‘卖爆’，平台的‘百亿补贴’，一
只羊腿就补贴数十元。”东来顺的电商运
营负责人称。

“东来顺曾一直是线下餐饮，更依仗
传统羊肉卷等产品”，其内蒙古肉类加工
基地总经理高连军说，“如今我们从全局
清晰地感受到，拼多多汇聚消费需求的模
式创新，帮企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以
消费需求为中心后，东来顺变化非常大。”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
认为，在多数消费者看来，老字号产品是
品质的象征，社交化是电商发展的趋势
之一。老字号也应顺应潮流，参与到新
电商中，通过下沉市场提振销量。拼多
多作为新电商平台，符合老字号品牌拉
新的需求。

“拼多多 5亿多活跃买家，其实不仅是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新销售通道。全新的人
群，新的消费方式，可能会对涮羊肉的一些
具体口味和工艺形成创新刺激，历经岁月
沉淀的百年老字号一旦抓住新需求，能反
过来成为一股促进新消费潮流的力量。”拼
多多年货节负责人表示，“我很看好这对北
京老字号与上海新电商的‘老少配’。”

针对东来顺参加拼多多年货节，北京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鼓励老
字号拥抱互联网、电商。北京市商务局在
积极通过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帮助老字号
品牌能更快更好地触网。此前，北京市已
经多次印发文件，支持老字号企业实现线
上线下融合。（图/穆穆）

广告

拼多多年货节首日卖爆东来顺羊肉

百年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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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家 15亩烤烟收入近 5万元，地里
废弃的烟膜还让我额外收入了 500多元。”日
前，在重庆市黔江区白土乡三塘村的废弃农
膜收购点，建卡贫困户董成章将废弃的烟膜
过完秤，领到钱时高兴地说，“烟地清理干净，
干活也清爽。”

农膜包括农用地膜和棚膜等，具有保温、
保墒、增肥、除草等作用。随着现代农业的发
展，农膜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使用。有统计显
示，我国仅地膜每年用量就达上百万吨，并且
以每年 15%的速度增加。

然而，随着农膜的广泛应用，一些使用后
的地膜未及时回收，成为田间的“白色污染”，
对农业生产构成了潜在威胁。

“白色革命”带来“白色污染”

重庆是用膜大户，数据显示，2018 年重
庆市的农膜使用量约为 1.2 万吨。“种水稻要
发秧苗，秧苗要靠膜把它保护好，我们每年都
会用掉不少的膜。”重庆永川区临江镇天星村
的种粮大户康建国告诉记者，他种植了 10余
亩地的水稻，每年需要花费千余元购买农膜。

与康建国同村的高桂英是村里的果树种
植户。她说，果树从果苗培育到长成结果，多
个阶段都需要用到农膜。“农膜的确好用，但
是只能使用一次，每年用完后，废旧的农膜就

成了垃圾，同杂草一起被烧掉。”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只能烧了。不

然留在地里，鸡鸭会把它吃进肚子。”永川区
多位村民向记者透露，此前，他们处理废弃的
农膜都是采取烧掉的方式，并且也只能烧掉
一部分，有些膜藏在土里不容易找到。“第二
年种子撒下去都不能发芽，我们也很头疼。”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曾经被誉为给农业
生产带来“白色革命”的农膜，如今已成了田
间“白色污染”的“罪魁祸首”。“白色革命”带
来的正面意义正在逐渐被残留污染造成的危
害所蚕食。

“‘白色污染’正在破坏土壤结构、降低土
壤质量，严重影响农机播种施肥作业和作物
生长。”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资源环境处
的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目前，主要用膜
区域每亩地膜累计残留量在 4 到 20 公斤，个
别地块甚至突破 30 公斤。地膜残留超标将
直接导致作物减产，小麦减产幅度 2%至 3%、
玉米减产 10%、棉花减产 10%至 23%。

废旧农膜“齐聚”回收网点

为解决废弃农膜带来的污染难题，自
2018 年开始，重庆将废弃农膜回收工作交由
重庆市供销总社牵头实施。

今年 5月，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重
庆市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管理办法》，明确废弃
农膜包括的范围和各级各部门的职能职责，
要求加强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资金支持
与回收、加工企业日常管理等，促进废弃农膜

回收利用制度化、规范化。
重庆市供销社综合经济发展处处长皮晋

介绍说，他们依托重庆市供销系统网点优势，
在农村建立了农膜回收网点，让田园中的废
旧农膜有“归宿”。目前，重庆已建立乡镇（街
道）回收网点 820 个，覆盖了 80%的涉农乡镇

（街道），16 个贮运中心、15 家企业承担了全
市废弃农膜利用加工任务，回收利用网络体
系已初步形成。

重庆市供销社相关工作人员透露，截至
10 月底，重庆全市回收废弃农膜 8782 吨，超
额完成全年 8000吨的回收任务。到 2020年，
重庆市废弃农膜回收将覆盖所有涉农乡镇，
新建回收网点 210个、贮运中心 22个，实现每
个赶集场镇至少设有1个回收点（站），每个区
县（除渝中区）至少建成1个贮运中心的目标。

“过去，农民普遍不知道废弃农膜的危
害，也不知道如何处理。”重庆多个区县供销
社的负责人坦言，在建立专门的废弃农膜回
收点后，他们发放了废弃农膜回收倡议书，编
制了废弃农膜回收顺口溜，对废弃农膜的危
害进行了广泛宣传。如今，已有不少农民主
动拿着废弃农膜来回收网点销售。

白色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回收后的农膜是一种可再生资源，通过
加工后可实现变废为宝。日前，记者在位于
綦江区的民鑫再生资源公司加工车间里看
到，该车间的仓库里堆满了回收的废旧农膜。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废旧农膜被粉

碎、清洗后，通过热融、挤出，就变成了再生塑
料颗粒，这些再生塑料颗粒呈黑色，大小如米
粒。这些塑料颗粒全部就近卖给綦江区工业
园区的企业，可用来加工塑料板凳、警示筒等
塑料制品，从而实现变废为宝。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再生资源公司是綦
江区采用市场化手段，融合民营资本，在该区
供销合作社的主导下，吸纳自然人股东共同
组建而成，其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处理废旧农
膜。目前，已形成了“回收-分拣-加工”的产
业链条和可持续发展体系。

尽管废旧农膜能成为工业材料，但其回
收工作目前仍面临诸多难题。走访中，重庆
多位村民坦言，他们尽可能地将田间的废旧
农膜收集起来，拿去卖掉。但由于现在使用
的农膜老化快、易破碎，人工捡拾十分困难。
有时候辛苦捡拾一天，最多能捡 5公斤多，只
能卖几元，所以很难持续下去。

有业界专家分析称，目前市面上销售的
地膜仍然以超薄地膜为主，一些农资店面虽
然也出售符合国家标准的加厚农膜，却因价
格较高基本无人问津。而超薄地膜不到捡拾
期就会烂在田间地头，根本无法回收。

对此，有专家建议，要实现废旧农膜回
收，分管生产、流通领域的相关部门必须积极
参与地膜整治工作，依法查处打击违法生产
销售不达标地膜的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不达
标地膜进入市场。同时，加快改进残膜回收
技术，并研究在地膜使用集中地建立工厂的
可行性。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近日，记者从长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推动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优化市场主体结构，该市全力
支持和促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今年，该市已有 1569 户
个体工商户实现“个转企”。

今年 6月，《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实施意
见》印发，各县（市）、区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推

进“个转企”的实施方案。一系列政策不仅将
“个转企”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还在税费、财
政、金融、准入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政策支
持，强力推动“个转企”工作实施。对转型升
级后的企业，相关部门还会陆续做好“扶上
马、送一程”的跟踪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困
难，帮助企业既能做到转得快、又能实现转
后强。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 梳 理“ 个 转

企 ”重 点 行 业 ，建 立 了 市 、县（市）区 两 级
“个转企”培育库，加强数据交换，实行动态
管理。同时，利用审批服务窗口、网站、公
众号、工作微信群、咨询电话、宣传片、社会
媒体等多种渠道，开展“个转企”政策宣传，
优惠政策知晓度迅速攀升，使符合条件的
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的意愿和主动性不
断增强。

为方便“个转企”办理流程，长春依托全
省个体工商户全程电子化系统，进一步简化
了“个转企”的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与企业设
立登记程序，通过制定“个转企”操作流程指
导手册、选派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担任“个
转企”专员、开通“个转企”审批“绿色通道”，
提供“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助经办人只进一
个门，一站办结，直接升级。

税费、财政、金融等多重优惠政策发力

长春1569户个体户转型升级为企业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王冬梅）国
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今天约谈贵州省人民政
府负责人、贵州省黔西南州和贵州省能源
局主要负责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局
长黄玉治主约谈，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
张恩玺通报贵州省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突
出问题。

约谈指出，近两年贵州煤矿事故多发频
发，2018 年煤矿死亡人数居全国第一，今年
以来煤矿死亡人数又是全国第一，是近两
年 全 国 唯 一 连 续 发 生 煤 矿 重 大 事 故 的 省
份。暴露出贵州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存在安
全红线意识不强，煤炭产业发展规划不科
学、政策不合理，淘汰退出落后产能不坚

决，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煤矿重
大灾害治理不到位，假整合假技改乱承包
等违法违规生产建设严重，采掘接续紧张
等系统性安全风险突出，安全监管监察执
法不严不实等问题。

约谈强调，要充分认清贵州煤矿安全
生 产 面 临 的 严 峻 形 势 ，深 刻 汲 取 事 故 教
训，认真反思“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政治责任是否得到落实，反思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是否得到贯彻，反思推动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否有力，反思在抓落
实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反
思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蓄意违法违规行
为屡禁不止等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切实
加以解决。

近两年贵州煤矿事故多发频发

国务院安委办约谈贵州省人民政府

浙江嵊州创新基层应急治理体系
本报讯 近日，浙江嵊州市 15个乡镇（街

道）按照统一标准设立的应急管理站集中揭
牌亮相，15名应急管理站长和首批 60名应急
管理工作人员到岗履职；同时，该市率先在浙
江省建立乡镇（街道）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应急管理工作分管领导，这标志着嵊
州市抓住关键处、找准突破口，理顺了应急管
理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

长乐镇是嵊州市第一个确立应急管理体
系的镇街，作为与镇长同为组长的党委书记
余雨松表示，他们将应急管理工作细化设置
为“5+3”工作组，即：分设农业林业自然灾
害、生产安全环境事件、村镇建设地质灾害和
社会安全消防管理等五个应急工作组和后勤
保障、人员保障、舆情应对三个应急保障组，
做到职责分工明晰。 （徐文标）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杨召奎）今
天，便利店企业便利蜂发布 2019 年度消费榜
单。该榜单揭示了 2019 年度便利店渠道最
受消费者欢迎的热卖单品，展现了年轻群体
的消费趋势。

据悉，一直以来，实体零售缺少足够多、
足够细的数据，消费者评价长期缺位。而伴

随便利店这一业态在商业毛细血管不断渗
透，便利店的流行新品、热销爆品也成为反映
当下消费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榜单显示，2019 年，零度可乐、全麦奇亚
籽厚切小吐司等主打低脂、减糖的健康产品
依然热销。雪碧拌面、咸蛋黄雪糕等网红单
品则成为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利器。同时，由

于便利、即时的渠道特性，便利店已成为男
士购买化妆品的重要渠道，唇膏、面膜等单
品的男性用户占比提高明显。而为了迎合
广大 90 后、00 后消费者，各种动漫 IP、二次
元跨界的新潮玩法在便利店内频频落地。
此外，今年刮起的“国潮风”，也让便利店企
业找到了年轻消费群体关注的流行元素 .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对《工人日
报》记者表示，90后、00后已经成为当前消费
市场的主力军，可预见的消费支出以后会越
来越高，他们的意见需要被好好倾听。便利
店是年轻人消费最多的零售业态，相关便利
店年度消费榜单的发布，可以将消费新趋势
更好地反馈给广大消费者。

健康食品、网红单品及文创商品热销

便利店热卖品展现年轻群体消费趋势

12 月 25
日，成都地铁 5
号线骑龙站 A
出入口正式由
中铁二十二局
集团轨道公司
交付使用，标志
着目前成都市
最长的地铁工
程完工，即将通
车运营。

图为技术
人员在二江寺
站进行艺术墙
检查。
孔祥文 宋强 摄成都最长地铁建成通车在即成都最长地铁建成通车在即

12月 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
岗镇一家大型超市，市民在选购惠民菜。

12月 23日，安徽省合肥市元旦、春节
期间惠民“菜篮子”工程启动。210个门店
蔬菜类降价 15%以上，其他肉禽蛋等降价
5%以上，每天推出5个品种的蔬菜，以低于
1 元/斤的价格销售，并保证供应，市民在
家门口就可买到便宜又好吃的惠民菜。

葛宜年 摄/中新社

合肥210个门店
端出一元惠民菜

地膜每年用量达上百万吨，残留超标严重会导致作物减产

田间“白色污染”如何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