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业已半数“花式”保安全铺

    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干什么？吃火锅、撸

烤串的呼声最高。随着本市宣布“满足防疫条件
的餐饮企业可以恢复堂吃”，沪上餐饮业的堂食

服务正在陆续恢复。但记者走访市场后发现，疫
情下的堂食“规矩”很多，不但进店要测量体温

和消毒洗手，“北欧式”座位和公筷公勺也安排
上了。即便如此，堂吃客人依旧有限，餐饮企业

正依靠外卖、半成品等业务求生存谋发展。

每个区域只能坐一到两桌人，每两桌之间
要空出一桌，一桌只允许两人就餐，超过两人就

要分桌，两位客人还必须呈对角线坐⋯⋯这是
在哥老官用餐必须遵守的规矩。而在杨浦区控

江路上的星晨酒店，上周复工后，热门的午茶仅

开出一半的用餐区域，限定同一时间只能有 8

桌用餐，同时只开放 6个包房供午市和晚市，顾

客需预订用餐。“包房有独立的卫生间，目前全
部配备免洗洗手液，通风系统也会全部开启，定

时消毒。”星晨酒店董事长陈志良告诉记者，公
筷、公勺也全部安排上了。

不过，尽管堂吃解封，但由于疫情尚未解

除，目前选择外卖的顾客更多。昨天晚上 8时
多，裕兴记面馆的老板汤秉杰刚刚送完货回到

家。“从最早的二三十份小笼包，到现在一天能
送 300份，内环之内我就自己去送，恢复和老顾

客的联系。”汤秉杰告诉记者，宅在家里时间久

了，顾客开始想念“外面的味道”，所以蟹粉小笼
这种家里做不出来的点心销路很不错。因此，尽

管裕兴记在威海路和人民广场的两家店已经恢
复堂吃，但生小笼包和特色面浇头的外送仍在

进行中。

肇嘉浜路上的耶里夏丽，尽管店家增大了
用餐空间，提供分盘出餐的服务，但午餐时段，

二楼大堂也只有五六桌客人在用餐。店长告诉
记者：“目前仍是外卖单子更多，我们还推出了

单人、双人的工作日套餐，也接受企业的定制
要求。” 本报记者 张钰芸

    2月 24日，金文家政总经理孔静在朋友圈

里发出一条招聘信息，为一户居住在肇嘉浜路
附近的雇主，寻求一位做六休一的家政员。这是

疫情发生之后，她发出的第一条招聘信息，此
后，她的朋友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最多的时

候，她一天发出了 8条招聘信息。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不少社区已允许家

政人员进入，家政人员进入之前，需出示绿色

“随申码”等。另一方面，为应对过渡期的家政需
求，家政人员健康打卡服务等悄然上线。上海家

政行业第一批复工名单也已经公布。
“最近我们接到了 20多名雇主的订单，再

加上年前积累下来的四五十单，现在对家政员
的需求很大。”孔静告诉记者，这些订单大多是

住家保姆、月嫂、育儿嫂甚至于管家的刚需，但

由于年前没有返乡或者完成 14天居家隔离的
家政员还不多，市场供不应求。为此她还包下了

几家酒店，供来沪的家政员居住，严格执行 14

天隔离后才能介绍工作。

新户家家政董事长朱富飞则告诉记者，他
们在上海共有 9个长护险照护站，目前，由于回

沪家政员人数不多，人员缺口还是很大。“2月，

由于不少市民延迟上班，有空在家里照护老人，

供求还大致平衡。之后，随着雇主陆续回到工作
岗位，我们正在加紧调配人员，尽量优先满足卧

床不起者和独居老人的需求。”
目前新户家家政已经启动“家政就业精准

扶贫项目”的在线招聘，在遵义务川当地线下

培训停办的情况下，推出了线上家政培训课

程。待时机成熟，新一批“黔女”即将踏上来沪
的征程。

悦管家则通过“微创新”和“微转型”来逐步
恢复业务量。悦管家创始人李尉介绍，以往孕妇

产后回家前，通常希望月嫂能对家中环境做全
面清洁消毒，因此，这项内容也包含在“月嫂上

门服务”之内。疫情发生之后，悦管家快速把这

项服务单独升级为“空间消毒”，为大量政府大
楼、商务楼宇、企事业单位、园区、社区邻里中心

等公共场所提供服务。而随着家政员可以进入
社区，这项业务重新“归家”，为普通家庭提供消

毒服务。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疫情让各大展会按下了“暂停键”，但上海

的会展人却依旧忙碌。见缝插针调整展期，线上
走秀开启崭新尝试。

记者从上海时装周组委会得到消息：2020
秋冬上海时装周将与天猫联手，从 3月 24日起

全程网上开秀至闭幕日的 3月 30日，共同打造
全球首个“线上时装周”。

在国内外多个著名时装周取消线下走秀计

划时，上海时装周计划做全新尝试。100多个品
牌将登上“云秀场”，通过淘宝直播展示 1000多

款秋冬新品，还有超过 100位明星设计师直播
“科普”最新穿搭趋势。这是全球第一个全程在

网上直播中呈现的时装周，同时也是第一个做
到全程边看边买的时装周。

“与传统的时装周形式相比，今年上海时

装周带来了很大创新，云秀场不仅避免了人群
大量聚集所带来的风险，还节省了场地、人力

等费用。”一名已报名“云走秀”的品牌负责人
表示，疫情给全球时尚产业带来冲击，而上海

时装周的创新之举让处在转型关口的品牌找
到了“组织”。

更多的大型展会则选择延期举办。“我们经

营团队的工作人员接到了大量展览公司业务人
员的电话，工作量比正常的排期要大得多。”国

家会展中心总裁唐贵发告诉记者，原定于 2、3、4
月开幕的展会都希望在疫情结束后，寻找到合

适的档期复办，国家会展中心正在合理安排全
年档期，尽可能接纳各类展会活动。

目前第 29届上海国际酒店与餐饮业博览

会、2020中国建博会（上海）、第 34届中国国际
五金博览会、第 24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

料展览会等多个展会已经改期，分别于 5月、6
月、7月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此外，在国家会展中心的提议和上海市会
展行业协会的带领下，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世博展览馆、上海国际

展览中心等几家上海主要展览场馆也发出共
同倡议：“各展馆要深入发掘营运潜能和场地

空间，为主办方创造更多档期、展馆选项，全
力保障延期项目的后续落地并提供最优服务

品质。”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理发店开门了，夜市开张了，饭店迎客了⋯⋯

随着复产复工有序推进，截至 3月 6日，全市 24.59

万余家沿街商户中，已有 13.35万余家陆续开业，

复工开业率达 53.9%。如何让沿街商铺在开门迎客
的同时也保证安全？本市城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动足脑筋开启“花式助力”模式，不仅用精细化的管
理举措减少人群聚集，还为民生需求搭建平台。

给饭店“三语告知单”

闵行区虹桥镇素有“小国际”之称，这里生活着
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近 3万名境外人士，形成虹泉路、阿拉城、虹梅

路老外街、紫藤路和黄桦路等涉外商圈。

最近，沿街餐饮商铺陆续复市，沉寂多时的虹
桥镇夜市也悄然复苏。在夜间巡查中，城管队员发

现，部分门店老外聚集堂吃，存在传疫风险。
“还不到聚餐的时候啊！”城管队员灵机一动，

将注意事项一一罗列，请专人翻译。很快，英语、日
语、韩语版的“健康告知单”相继出炉。城管队员利

用巡查时段，在外籍消费者用餐较集中的区域挨家

挨户张贴。
此外，城管部门还将巡查时段调整为每晚 9时

到次日凌晨 2时，对外籍消费者聚餐堂吃较多的商
铺重复检查。种种措施之下，很多外籍消费者开始

导购有了主播身份
“各位小仙女，在家也不能放飞自己，可

以通过化妆来增加仪式感。你们看我手中的

粉底，08色号适合各种肤色。”面对镜头，95
后男生夏铭在苏宁周浦万达百货开启直播。

为了推荐美妆护肤产品，两小时内，他要在脸
上化 10种妆容，口红也要反复涂五六次。

这个周末，申城各大商场的导购纷纷变

身“薇娅”，面对面交流的顾客变成了线上的
用户，但对话框里一句句咨询却是“熟悉的配

方”，打开手机上的“云店”后端，更是久违的
爆单。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60家品牌、近百位
厂方员工在新世界城抖音直播间里，用 38小

时介绍了 300多种热销商品，云游 12个体验
项目，打卡 8家餐饮美食，把 10万平方米的

新世界城首次整体推向线上。
同为南京路“金三角”，第一百货商业中

心和世茂广场也不甘落后，前者请来环球小
姐、影视明星带领大家“云购物”，明星在线试

用，并派发代金券，后者则带来直播间专属优
惠，还有限时秒杀。

直播的带货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百
货欧舒丹店长告诉记者，他们的销售额相比

去年同期逆势增长。“过去我们做线下销售，
面对的是上海顾客，现在转移到线上，订单来

自全国各地。”新世界城资生堂店长孙茜表

示，3月 7日直播一小时的销售额为四五万
元，再加上手机里数个 VIP群的订货，当天要

发货的护肤品价值六七十万元。而整个新世
界城 38小时直播中，实时观看人数超过 3万

人次，销售额相比前一个周末增长近 10倍，
还有身在武汉的消费者订购了一双阿迪达斯

运动鞋。

扫码入群有问有答
这两天，永安百货的“无接触安心购服务

群”每天有四五百条留言，“杜俏丽”和“唐美

丽”在群里给大家安利各种好物，感兴趣的顾
客也在追着问细节、要折扣。

拍一段小视频展示鼠年金饰的细节；截
图免税店价格，对比兰蔻眼霜的促销价；把天

梭表的导购拉入群中，讲解秒杀款的数据和

细节；时不时发红包炒热群里气氛⋯⋯从上
午 11时到晚上 8时，由永安百货楼层负责人

担当的 VIP导购，不断在群里回答各种问题，
并把柜台打包商品的视频实时传送到群里，

让顾客放心。
不仅是永安百货，第一八佰伴、港汇恒隆

广场、世茂广场、置地广场⋯⋯一场疫情让原
本在商场“端着”的品牌纷纷借助社群复工，

店长、导购的微信号被挂在商场公众号里，期
待顾客的添加。

“一睁开眼睛就捧着手机。”社群营销不
仅在商场发生，也让更多中小品牌找到了另

一条出路。“猪状元”总经理高志伟的手机里

有 7个微信群，疫情发生后，为了方便朋友买
猪肉，他建了一个只有几人的小群，没想到两

天时间发展到了 500人，随后一口气成为 7

个群的群主，日销售额超过 1万元，半个月销

售额达到 20万元，超过其线下门店。
“最近我们开在菜场里的专柜生意一般，

复工前甚至是很差，幸好有了这几个群。”这

两天，高志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招
聘广告，想找一名电商运营助理。“我一个人

从早到晚接订单，高峰时要和 30个人同时

聊，实在扛不住。但线上渠道不能丢，把人招
起来，再开发小程序，这些同甘共苦的客户不

能丢。”

实体零售走上“云端”

特殊时期，人们购物方式和消费场景发
生变化，零售行业也在内外部力量作用下打

破格局，实体零售走上“云端”的改变，让线下
线上更融合、更接近消费者。

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你可能下载了几
个 APP，加入了不少微信群，下单的商品通过

“无接触配送”送到小区门口。复工之后，你在

外卖平台点午餐，去无人便利店或无人售卖
机买一瓶饮料。即便走进超市，也可以自取商

品、自助结账，全程无需接触任何一个人。确
保安全的模式下，既满足了个人消费，又为零

售业“回血”。

不仅是实物消费，服务消费也在疫情中
有了全新模式。记者采访发现，星客多、南瓜

车等互联网美发店都有微信小程序，只有选
择美发项目、发型师和到店时段，完成预约

后才能入店，避免人员聚集等待。部分美甲
店也在特殊时期要求提前线上预约，一店只

有一客。

疫情期间，大量消费需求被抑制、被冻
结，如何把它们释放出来？疫情防控期间催生
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如何在今后培育壮
大，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业内人

士认为，逆势崛起的无接触零售，不仅是应对
特殊时期的“缓兵之计”，还将是我国零售品

牌集体数字化的开端。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大

成表示，5G 时代下，“大云移物智”（即大数
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人工智能）将

改变无接触产业链生态，传统的运输模式和
商业模式都将更新。

“随着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无接触零售已

经展现出成熟的一面，从研发到产品化再到
商业落地，形成了成熟的闭环。”亿欧智库院

长由天宇认为，疫情将进一步加速企业数字
化转型进程，搭上“云端经济”的发展快车。

“把加快‘五个经济’作为对冲疫情影响
的重要着力点，制定出更大力度的促消费政

策。”这是 2020上海商务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要求。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云端经济”点燃 “上海购物”新亮点

“无接触零售”安心购 宅在家不误“买买买”

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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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防疫规定分散用餐。

给药房“安心三件套”

商铺开业，如何让顾客安心进门消费？又怎
样让双方互相监督？在普陀区 173家药房的醒

目位置，3月 2日起贴出告示、公约、记录单“安
心三件套”。为了加强零售药房复工后的疫情防

控，普陀区市场监管局 3天内就制作下发“三件
套”，打造放心药房。

“普陀全区有 183 家药房，除了 10 家停业

外，其余药房在疫情出现以来基本都采取‘开小
窗’模式，顾客在窗口买药，工作人员去里面拿

药。”区市场监管局药化科负责人表示。“开小

窗”的药房打开大门之前，市场监管人员编写、
印制了“三件套”，下属 10个市场监管所工作人

员“扫街”发放。
在疫情防控告示上，药房承诺每日消毒，在

岗员工均符合防控要求，并写明“不戴口罩，谢
绝入内”。工作记录单 7天一换，列出当日店内

员工的健康信息，也列出防控措施，药房只需简

单打钩即可。顺口溜公约则既有测温、戴口罩、
发热登记、理性用药等对患者的提醒，也有依法

经营、不哄抬药品价格等对药房的监管。“发热
患者上报了吗？遵从医嘱了吗？处方带了吗？”

每位顾客进门，都会遭遇“三连问”，双方按公约

互相提醒、互相监督。

给居民“理发店名录”

在沿街商户中，理发店、菜场等不仅是防疫
重点，也面临是否开业的两难。相关部门不仅竭

尽全力做好复工指导，还利用第一手信息，解决
了民生服务供需对接的“最后 100米”难题。

“你们晓得哪里的理发店开了吗？”在巡查
和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松江区方松街道城管总

是听到市民这样询问。而他们在上门为商铺进

行复工指导时，店主们常担心开业后是否会有

客流。

“我们每天都上街巡查，对哪家商铺已经开
门了如指掌。”方松城管中队中队长吴婷婷告诉

记者，为满足百姓需求，队员们迅速整理了一份
辖区内已复工的理发店名录，包括 16家已开业

理发店的地址、电话，制成 Excel表格。
方松街道共有 68个小区、32个居委会。通

过城管社区工作室，队员们将表格分头转发给

各居委会联系人，居委会干部们又通过微信群、
公众号等，迅速将开业信息转发给居民。

除了理发店外，城管队员还注意到，由于

辖区内一家大型菜场关闭，居民买菜有些不便，
买菜人数减少也使部分蔬菜出现滞销。在城管

队员的提醒联系下，商户们建立了“云上平
台”，开始为社区内居民尤其是老人，提供送菜

上门的服务。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宅在家里的漫长日子，你在“云”上逛过商场吗？
周末阳光正好，又恰逢三八妇女节，南京路步行街上却依旧

没有恢复往日的热闹。不过，上海商业的人气却在堆满快递盒的
品牌专柜里露出端倪。顾客不进店，商品却一件件卖了出去，靠的
就是“云端”发力。

春日里的第一个促销旺季，“上海购物”在“云”上全新亮相，
开启消费新模式。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线上商场⋯⋯捧着手机的
“云柜姐”找到了全新出路，第一次面对着有些空荡荡的商场，打
出厚厚一叠小票。

悄然之间，疫情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加快了“上海购
物”线上线下融合的步伐。

■ 南京路上一家餐饮店正在进行网络直播营销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恢复营业的理发店需要预约才能进店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餐厅在餐桌上放 “隔桌牌”，提醒食客隔桌落座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隔离期结束 家政员抢手政家

“北欧式”落座 用公筷公勺饮餐

商街沿

时装“云走秀”行业展延后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