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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建立

四家摊点
挤进一间底商

随着历下区甸柳新村社区拆违进
入尾声，家住甸柳新村四区的郭女士现
在不再为买早餐而发愁了，因为曾经

“拆没了”的早餐点又在小区内门头房
里重新开张了。

“住在这里七年了，突然之间没了
这些餐饮店，真不习惯，有点不方便。”
在拆违前，甸柳新村吉祥商街两侧餐饮
店林立，多年来居民早已习惯在这里购
买早餐。拆违伊始，这些餐饮店便消失
在居民的视线中，由此带来的就是居民

买早餐的“不习惯”。这些店铺的消失，
也一度让不少市民感到焦虑。

不过在7月初，郭女士发现，曾经在
吉祥商街卖煎饼果子的张大姐又回来
了。原来，张大姐的煎饼果子摊在三箭
吉祥苑底商重新开张了。记者了解到，
张大姐煎饼果子摊所在的商铺还聚集
了以前卖肉夹馍、甜沫和菜煎饼的商
贩，这三家与原有的一家小吃店共享这
间来之不易的商铺。

“找这么个地方不容易，街道也帮
着我们协调，我们这些卖早餐的摊子
小，都是散户，灵活机动，只占用原有小
吃店的靠窗位置就足够了，这也算是共
享经济了。”张大姐幽默地说。早餐点共
享商铺，甸柳新村的好多早餐点也效仿
了这种模式，不过最火的还是张大姐他

们的组合，张大姐表示，搬家后生意基
本没受到影响。“又找回原来的感觉了，
现在买早餐方便多了，虽然种类和以前
没法比，但基本能满足早饭需求。”郭女
士说。

早餐配送车
逐渐受追捧

8月29日早上7点多，在棋盘街小区，
记者看到六七名市民正围着一辆餐车购
买早餐。记者向前查看才知道，原来是济
南一家知名连锁快餐店的送餐车。

“第一天来这里，有点仓促，品种不
是很多，以后都会有的，这里早餐由公
司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和店里的一样。”
一位工作人员向买早餐的市民解释，以
后就会有像油条之类的传统早餐了。

记者注意到，这辆早餐车配有包
子、面食和粥，价格和其店里的一样。该
送餐车还贴心地给顾客配备了一个小
阶梯。“原来这里有一些小摊，后来都被
取消了，以后如果有这么一个早餐点，
真挺方便的。”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早上8点左右，记者来到棋盘街一知
名连锁快餐店，店里的位置几乎坐满，不
少桌子上还放着没收拾的餐具，正推着推
车的服务员告诉记者，现在来店里吃早饭
的人比以前多了，以前一个人就能忙过
来，现在有时前台还得来帮忙。

在棋盘街社区菜市场入口处，也分
布着五处早餐点。菜市场管理办公室工
作人员周女士介绍，从有这处菜市场，
这几个早餐点就在这里，都是合法经
营，营业执照、健康证都有，菜市场管理
方每天都会检查卫生。“路边的早餐点
被取缔了，这里的基本没受影响，而且
比以前更受居民欢迎了。”周女士表示。

便利店“抢食”
早餐市场

有分析认为，早餐业务作为便利店
的“增项”不仅可以摆脱“小超市”的传
统认知，虽然与专业的餐饮连锁品牌在
经营逻辑上“不是一路”，但也能在早餐
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8月28日早上8点，济南市民张语准
时来到位于解放路的东源大厦，迅速走
进位于大厦入口处的一间便利店，买了
两个包子、一个茶叶蛋、一包酸奶，结完账
拎着早餐又去等电梯。张语坦言，单位附
近的小巷子里以前也有卖早餐的，现在几
乎看不到了，而且庆幸的是便利店里的
早餐看着比早餐摊上的干净多了。

记者观察到，从早上7点半到8点
半，一个小时的高峰期内，很多人是进
了东源大厦门就直奔便利店买早餐，同
时在买早餐的人不少于6个，最多时有

15个人在店内排队结账。
在宜快宜慢东源店中，包子、馅饼、

豆浆、茶叶蛋等一应俱全，据介绍，仅包
子单品一早上能卖四百多个，馅饼一早
上能卖两百多个；豆浆能卖170多杯，茶
叶蛋能卖170多个，加上其他的，每天早
上的营业额就能达到4000多元。

在这家便利店创始人徐元文的经
营逻辑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早餐痛
点”便是他的便利店生意的逻辑起点，
并且从三年前就开始布局“抢滩”早餐
市场。创业之初，他就将便利店定位于

“餐饮型便利店”，决心把早餐当成“主
角”，采用中央厨房模式，统一配送。

“要不是最近买早餐有点困难，一
般不会选择去便利店里，还是想去专门
的早餐店。”在佛山苑小区工作的刘先
生现在开始关注便利店里的早餐了，不
过他表示“很无奈”。“这附近的便利店
卖的早餐吸引力不大，口味上比专门的
早餐店差远了，但是如果便利店卖早
餐，经营得好，我相信也还是很有市场
的。”刘先生说。

“老济南”早餐
也能标准化生产

新一轮的城市管理升级，为济南早
餐市场的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济南人
长期喜欢的包子、油条、肉夹馍等早餐
产品，多属难以标准化的“非标”产品。
但随着“中央厨房”力量的介入，让一些
传统早餐走进新型商业模式的店铺，可
以便捷地提供标准化产品。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二环西路的
一家餐饮配送公司，这里是一家便利店
的中央厨房和餐饮研发中心，占地约四
千平方米，每天在这里制作出的早餐产
品将被配送至市区的便利店内。

对于早餐的标准化配送，该中央厨
房的餐品研发负责人雷东华说，超意兴
主打把子肉，金德利主打面食，老陈家
主打豆腐脑，这些餐饮连锁品牌都打出
了自己的特色，同时早餐产品也比较丰
富，而便利店早餐之所以长期得不到人
们认可，主要在于速冻食品的口味和卫
生得不到保证，而有效的中央厨房和产
品研发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他们
就邀请鲁菜大师开发了“明湖荷香猪肉
灌汤包”，并申请了非遗物质文化遗产，
口味上非常“老济南”，从销售情况来
看，这种尝试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还有一款被称为“济南最好吃的煎
饼果子”，由于租赁的门头房是违章建
筑，其店面在济南的拆违大潮中不得不

“挪窝”，最后选择在宽厚里落脚。而新
近，徐元文也和店主王先生达成了合作
关系，将他的煎饼果子以标准化生产的
模式引入便利店。

流动摊点进屋，新型便利店抢滩

一一天天光光早早餐餐
能能卖卖44000000多多元元

作为民生大计的济南早餐工
程，近来呈现新的变化。传统的路边
摊点随着城市治理的深入而越来越
少，新型的便利店正借着“中央厨
房”的配送力量，快速抢滩早餐市
场。在方便、放心、低价的关键词下，
一份城市早餐的市场变迁，映射着
城市管理水平的变化，也展现着城
市消费方式的升级。而这又给老百
姓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记者对此
展开调查。

正在便利店里排队买早餐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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