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内

2 0 2 4

年1 0

月2 5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刘

洋

责
任
校
对

王

曈

技
术
编
辑

白
晓
腾

12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无痛
催乳

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男士勿扰）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代运营、代收费、代工、代
办、代购……付费找别人代替自
己完成某件事，已经十分常见
了。

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近日，
上海、深圳、浙江等多地的菜市
场内出现了“代炒菜”业务，顾名
思义，就是帮着顾客把菜炒好，
在菜场买好菜后，只要在“代炒
菜”档口付上几块钱到十几块钱
不等的手工费，就可以实现“从
摊贩手中接过新鲜食材，拎着热
乎的现炒饭菜回家”的全过程。

听起来像是把“餐馆”搬进
了菜市场。在浙江义乌，一家十
月份刚试点营业的“代炒菜”档
口如今已经需要每天都排队等
加工，这项新服务你会选择吗？
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吗？形成产
业化发展需要哪些支持？

上海浦东永泰路 1988号菜
市场，晚上 6点半是餐饮档口老
板李冬和厨师最忙碌的时候，20
平方米左右的档口外，用餐区已
经坐满了顾客，还有一些老街坊
买好了菜直接送过来，等烧好后
带回家吃。

代炒一个素菜收
六元

在外卖、餐厅及商超预制菜
之间，“代炒菜”服务悄然兴起。

李冬的“代炒菜”小档口是
在三个多月前开起来的，当时正
好赶上菜市场改造升级，做了十
几年餐饮的李冬觉得新的机会
来了。按要求办好营业执照、食
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证
照后，李冬以酸菜鱼为特色主打
的“代炒菜”档口正式迎客。

李冬说：“因为上海这个地
方，特别是上班族，在家里烧饭

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市场里就
慢慢有像我们（代烧菜档口）这
样操作的。而且我们不像以前做
餐饮店，顾客来两三个人，感觉
点一个菜、两个菜，有点不好意
思。我们这就不存在，你就哪怕
来炒个土豆丝，炸一个排条，对
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代炒一个素菜收费六元，复
杂一些的荤菜小炒十二元，如果
只买了鸡、鸭、鱼这类主菜，李冬
的档口还提供包括蔬菜在内的
配菜服务。

李冬说：“如果用我们的辅
料，就再加个几块钱。我们用的
味精、鸡精都是品牌的，标准已
经提得很高了。”

“他们烧得好吃，
自己烧不好吃”

除上海以外，类似的“代炒
菜”服务也已在浙江、深圳、江西
等多地出现。今年 10月 1日，浙
江义乌新马路邻里市集正式推

出了厨师“代炒”服务。
今年 60多岁的王大爷是第

二次来这里让厨师“代炒”，代炒
的菜肴是一份大肠。

王大爷说：“我天天来买菜
看到的，我就住这隔壁 ，他们
比我们自己烧得好吃，他们食材
也处理得很干净，家里也有几个
菜要烧的，但是这种菜就是他们
烧得好吃，我们自己烧不好吃。”

口味是一方面，相比于普通
的饭店或者外卖，“代炒菜”意味
着更新鲜、更实惠，想吃什么自
己在市场买好，洗、切、炒的全过
程都清清楚楚；和固定找家政阿
姨烧饭相比，“代炒菜”这种模式
又更加灵活。江西萍乡市九洲随
便餐馆的老板陈鹏几年前就开
展了这项业务，眼看着大家的接
受度越来越高。

陈鹏说：“刚开始就 3家店，
然后随着每天在这里吃饭的人
越来越多，慢慢地就有了8家店，
可能也是他们觉得这里方便，食
材新鲜，现炒、现买、现切，没有
冻的菜、预制菜之类的东西。”

“代炒”档口是怎
么做起来的

不过，如果以产业链的视角
来观察“代炒菜”，会发现它的出
现并不是偶然。浙江义乌新马路
邻里市集市场管理员金景秀认
为，围绕着菜市场周边的住户画
像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现实需
求？是“代炒菜”能否发展起来的
最重要的条件。

金景秀介绍：“先有这个想
法，调研发现这个确实可行，不
光我们经营者要有这个理念，消
费者这个理念也要跟得上。通过
市场调研，周围一公里，我们这
周边上班的人比较多，在家里的
老年群体也比较多，对年轻人来
说下班回去炒不来，对老年人来
讲，年纪大了、手脚不方便，也太
费时费力。像大一点的城市有商
铺、超市，它们是已经切好、包装
好，当时我们经过调研发现，群
众接受度还不是很高，还是想要

现杀现切的。然后我们提出一个
设想，就联合这些经营户搞起
来。”

菜市场正在迭代
升级

在金景秀这样的市场管理
人员看来，培养、呼吁商户的协
作十分重要，其背后折射出的是
服务理念的变化——传统菜市
场如何向“农贸市场+”转变。

金景秀说：“‘农贸市场+’的
一个改革试点，现在我们到菜市
场，不仅要买菜，可能还要去买
点超市里的东西，我们会加一个
超市。像有些地方周边医疗资源
不多，有需求的，我们可以加一
点医疗。等于是我们提出了理
念，然后让经营户去落实这些东
西。现在蔬菜会帮你清洗，牛肉
会给你切片。所以像我们市场卖
牛羊肉档口，这个大小的市场，
一家就足够了，现在是三家。”

软件之外，还有硬件的升级
改造。为打破人们对传统菜市场

“脏乱差挤”的认识，许多地区开
始“重构”菜市场。例如，截至今
年8月末，上海浦东已完成25家
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李冬
说，自己所在的永泰菜市场，干
净整洁，不仅有空调还有专门的
休息区，自己的小档口也纳入了
市场的通风、排烟系统。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广东
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
朱丹蓬认为，从当下的市场需求
来看，“代炒菜”是一个能够满足
个性化需求的新业态，未来需要
通过配套服务的提升，进一步引
导，让行业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及品牌化的方向，以获取更广阔
的市场空间。 据《半月谈》

在做饭和外卖之间

他们选择了菜市场“代炒”

戴着老花镜，全神贯注地盯
着手机屏幕，上半身几乎完全伏
案。屏幕上，一位自称“养生大
师”的主播口若悬河地讲述着各
种养生秘诀，主播讲到哪，老人
的笔记就跟着写到哪。一节课结
束，老人很快完成每节课后的答
题领奖，兴致勃勃地跟家人说：

“看，我又领了3毛钱。”
这已经成了湖南长沙 72岁

的任琳过去半年间的常态。半年
前，任琳无意间在“朋友圈”推送
中刷到一篇养生文章，点进去看
完后，她觉得写得挺好，便关注
了这个公众号。很快就有“养生
助理”加她好友并拉她进了一个
养生群。群里每天听课打卡，正
确回答问题后会返现0.3元到个
人账户。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像任琳
这样沉迷于网络养生局、花钱买
课、疯狂记笔记、购买养生产品
的老年人不在少数，他们中有不
少人认为“现在买课总比以后经
常跑医院要花得少”。在网络直
播普及的当下，不少老年人的养
生“战场”转至线上，通过各大平
台获取养生保健知识。一些不法
分子看中了老年人的养生需求，
在网络直播平台大肆兜售所谓
的“健康课程”，销售价高质劣的

保健品。

养生课程量身定制
高价销售保健食品

许女士给记者展示了这样
一张视频截图——“中医内科主
治医师”“国家级营养师”“健康
管理师”……名号众多的主讲人
正在传授健脾、强肾、排毒功法。
视频背景是养生课栏目“遇见中
医”，左上角有某电视台标志。

“主讲人自称上过央视，但
根本查不到相关节目；自称主治
医师，但从来没提过是哪家医院
的。”许女士说，年轻人一看就知
道是假的，但老年人不容易分
辨。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
子瞄准老年人群体，捏造“专家”
身份，在短视频平台、私域直播
中大肆宣讲养生知识，诱导老年
人加入网络群聊，随后对入群者

“洗脑”，宣称所售保健品“功效
强”“用料稀罕”甚至能“防癌”
等，诱导老年人花钱报课和购买
保健品。而事实上，其所售保健
品或是“三无”药品，或在其他平
台低价就能买到。

重庆市民吴女士也在为沉

迷于网络养生局的母亲发愁。吴
女士的母亲今年 80岁，可能因
为经常在手机上听小说，不经意
点到了某个广告，一自称“遇见
养生课助手”的账号主动添加其
为好友，并将她拉进一个养生
群。群里每天都会发布养生视
频，讲师简单介绍养生知识后，
就开始宣传推荐一些养生产品。
母亲听了几节课后，就对讲师深
信不疑，买了不少其推荐的产
品，前后花了上万元。

“有一款叫火×贴的膏药，
1380元5盒，讲师宣传时说可以
预防急性心肌梗死。卖家是通过
快递到付货款收费的，收费账单
里只显示快递方。老人贴了膏药
后皮肤红肿发痒，起了一片红疹
子，也不想着去医院看，跟对方
咨询后停了两天接着贴。”吴女
士说，家人试图向老人科普这些

“三无”保健品的危害，但一直劝
说无果。

层层考核引诱入局
老人沉迷深信不疑

今年5月23日，安徽省淮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一起
诈骗案。程某山、迟某军、王某红

等 10名涉案人员被认定犯诈骗
罪，分别被判处 3年到 13年 6个
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经查，只有初中文化的程某
山，2019年6月在河南省郑州市
注册成立了山子传媒有限公司，
自任法定代表人。他找来只有高
中文化却能说会道的迟某军担
任讲师，将其包装成拥有多个虚
构头衔的“养生专家”，如“抗癌
防癌专项基金会秘书长”“航天
营养运动学专家”等，在短视频
平台、小型直播App、私域直播
等渠道开直播，看似讲授养生知
识，实则兜售保健品。他们在直
播和群聊中持续对老年人进行

“洗脑”，一些普通保健品被虚假
宣传成“养生神品”价格翻倍。例
如，一款出厂价约 18元每盒的
胶囊保健品，被以每套（6 盒）
499元价格销售，共售出 6万余
套，销售金额为3000余万元。

为防止骗局被揭露，上述团
伙锁定了一些小型直播App和
私域直播，采取地方产品代理商

“拉人头”的方式，通过设置密码
进入直播间“听课”。代理经销商
将密码告知各自的老年人顾客，
老年人顾客才能进入直播间。

记者调查发现，像这样层层
引导、严格把关在多个养生类直

播间均存在。
来自辽宁的梅先生因外婆

沉迷听养生课并成批购买“能治
百病”的保健品，便尝试用小号
打造老年人人设进入外婆所在
的养生群卧底。他告诉记者，一
开始，可免费看录播课，答题后
能获得小额红包（0.3 元左右），

“这些课程都是很浅显的中医理
论知识，网上一搜全都是”。等用
户有一定黏性后，养生助理或班
主任提出可以让其加入养生课
群，需要交一定学费，“最开始是
1元解锁，一周后继续听课要交
上千元”。加入这一层级的养生
课群后，才有机会接触养生课直
播，和“讲师”有交流机会。

“进入产品群的老年人对他
们已经十分信任了，基本上他们
宣传什么就买什么。”梅先生近
80岁的外婆不久前就强烈要求
家人给她转账 3000 多元，买一
款对方推荐的“牛髓粉”，称小到
头疼脑热，大到癌症、肿瘤都能
治。“外婆天天喝这个粉，结果我
一查配料表，明晃晃地写着‘豆
奶粉’。喝了一段时间，对方又出
了更贵的虫草粉，没完没了收割
老年人的钱包。”
（文中受访老年人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每天听课打卡做笔记完成任务 花成千上万元“练功”买保健品

痴迷养生局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