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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

们决策开展团购，就是要想老百姓之所想。”九百集团食品公

司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许多职工在疫情中也被封控在家，

公司发动这些居家办公的职工，在社区团购这一热点下，开始

了“居家销售模式”，在微信社群转发团购信息，许多员工还

当起了自己所在社区的保供团长，实现了裂变式营销。

据了解，西区老大房 900 食品城门店的驻店员工疫情期间

每天 24 小时分三班轮流生产物资，西区工厂厂长和职工有 10

人自愿驻厂生产。同时在物流公司无法配送的情况下，挖掘资

源组建保供运输车队。除了为百姓团购提供包子、糕点等平价

食品，拳头产品特色鲜肉月饼更以 4 元的优惠价折扣供应，得

到消费者的“良心”赞誉。

针对社区团购，老字号们的套餐和产品种类根据疫情期间

市民的需求变化也在不断调整。比如，西区老大房从一开始的

包子、月饼，到后来的烘焙面包、熟食，清明期间的各色青团，

端午期间的粽子、咸蛋等，套餐和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供应量

也快速增长。

物中心是如何应时而变，尽情“冲浪”的呢？

团购打开老字号销售通路

“西区老大房鲜肉月饼到了，请居民们速来小区门口领

取。”5 月的一个傍晚，静安区某小区的一位团长，在团购微

信里发布了刚刚到货的信息。陆续前来领取团购的鲜肉月饼的

居民们，惊喜地发现，这些纸盒装的月饼，居然还带着热乎气，

显然是刚生产出来不久。

“关在家里这么久，终于吃上西区老大房的鲜肉月饼了，

幸福感有点爆棚啊！”一位被封控的居民，显然是这家老字号

品牌鲜肉月饼的老吃客，在团购群里留下了这样的感慨留言。

西区老大房，是上海滩的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而像这样

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老上海扳起手指随便一数就有数十家。西

区老大房的鲜肉月饼、三阳盛的南北货、沈大成的点心、邵万

生的糟味、乔家栅的早餐、新雅的半制成品……一长串名气响

当当的老字号美食，在上海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封控中，几乎

都参与到了“风起云涌”的社区团购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与喜爱它们的上海市民见面。

很多上海市民虽然平时一年之中未必会经常光顾这些老字

号，但是这些拥有良好口碑的老品牌，入局社区团购的一大优势

就在于很容易获得市民的亲切与信任感。“老字号品牌在消费者

心目中往往有着可靠、安全、放心、美味的形象，这也成为了疫

情期间食品各品牌社区团购的销售立足点”，拥有中华老字号西

区老大房和三阳盛的上海九百集团食品公司某负责人分析。

在封控期间团购消费有些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市民对老字

号的这种信任感，成为团购品牌食品的重要选择依据。而对于

团长们来说，老字号的品牌信誉和产品质量，不仅保证了成团率，

也降低了“团后风险”。

很多老字号食品企业，在上海疫情期间都承担着保供的责任，

而在线下门店暂停营业的时候也希望借团购来保持甚至提升销售

业绩。这样的“双线作战”，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团购，对原

料供应、食品生产、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方面是一次考验，而

社区居民的团购满意度，也检验着老字号的成色。“做好了，就

是对品牌的加成。做不好，就更容易失去客户。”有业内人士指出。

“作为国有企业，做好物资保障工作是责任也是担当，社

区团购是此次疫情中广大老百姓获取物资的重要渠道，所以我

西区老大房员工在900食品城门店里生产供团购的蛋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