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南海餐饮业的自救之路——

线下禁止堂食 线上推广引流
“叮咚，美团外卖自动给您接到新订单了，请您及时处理……”6月23日上午11时30分，友渔坊日本料理店接到新的外卖订单。
受疫情影响，南海区内的餐饮场所全部禁止堂食服务。每当疫情来临，餐饮业都是最先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数据显示，新一波疫情以来，南海

区的餐饮企业营业额断崖式下滑，超五成餐企营业额同比下降90%以上。
珠江时报记者走访发现，为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外卖与包房经营已成为当下餐饮业经营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南海区餐饮业协会也积极行

动，发布全省首个《餐饮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与美团、饿了吗、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合作推出优惠活动，助力南海餐饮企业共渡难关。

5月31日晚，佛山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发布《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分级分类防控工作的

通告》，从6月1日开始，市内

指定区域的餐饮场所禁止堂

食，每个包房不超过10人。

南海区的餐饮企业迅速

行动起来，以疫情防控大局

为重，以顾客身体健康为重，

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严格遵

守防控规定，迅速关停堂食。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疫

情对餐饮行业影响更大。”大

沥的新世纪大酒店常务总经

理梁毅汉表示。

从 6月 5日开始，新世

纪大酒店取消了堂食，并安

排员工轮休，目前只针对熟

客做少量的外卖业务，基本

上相当于停业状态，但是包

括租金、水电费、员工工资仍

然要照发。“酒店只能把这些

成本硬扛下来。”梁毅汉说。

有餐饮行业的业内人士

表示，大型餐饮企业做外卖

的成本很高，很少有去大规

模转型做外卖的，最多就把

一些库存或门面超市通过自

己的渠道卖掉。

针对疫情影响，近日，

南海区餐饮业协会向区内

餐饮企业发放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现在南海餐饮业

面临三大生存压力：一是营

业收入的大幅减少，二是人

力成本和门店租金的压力，

三是供应商应付账款、原材

料成本上涨和外卖平台第三

方服务费居高不下。

疫情反弹 餐饮企业再遇冲击

记者走访发现，南海的一些

餐饮企业除了积极配合政府防

疫举措外，也在尽一切可能自我

调整，积极自救。

位于西樵的旺阁渔村，酒楼

积极配合政府疫情防控要求，大

厅堂食已暂停，包间可正常营

业，但就餐人数要求在10人以

下。“酒楼有60多个包间，在符

合疫情防控的条件下开放，满足

一些有用餐刚需的市民。”南海

餐饮业协会会长、佛山饮食同业

协会会长、南海旺阁渔村董事长

吴荣开介绍，酒楼包房每天消

毒，而且通风采光较好，关上门

便可享受私人用餐空间，不少客

人看中了这个条件，前来就餐。

位于佛山童服城的友渔坊

日本料理店在6月16日开业，

同时推出外卖业务。友渔坊的

店长陈小姐告诉记者，他们并不

是特意选择疫情期间开业，因为

店面装修完后正好赶上了。

不过让记者意外的是，目前

仅仅通过包房和外卖业务，开业

仅一周的友渔坊竟然实现了盈

利。“主要是我们的日料出品性

价比很高，加上只有100多平方

米的店面，成本压力也不算大。”

从事餐饮业长达6年的陈小姐

说，她负责友渔坊的销售和品牌

宣传推广，加上之前又在抖音等

新媒体从事销售运营工作，仅仅

通过自己1万多好友的两个微

信号朋友圈推广，就把店里的销

售额做上去了。

位于桂城一品广场的年年

顺景酒楼同样遵循暂停堂食的

规定，仅提供外卖服务。年年顺

景酒楼董事长助理陈恩强告诉

记者，疫情前食肆都备了库存食

材，禁止堂食后，打乱了他们的

计划。在外卖上发力，一方面可

满足工作日市民的用餐需求，另

一方面可把库存食材消耗掉。

积极自救包厢经营发力外卖

当前，南海餐饮人除了自救外，也希

望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

不少南海餐饮企业负责人坦言，当下

除了积极开展自救，也渴望政府出台普惠

政策支持，如补贴或减免租金、税费、社保

和水电等。此外，在疫情过后，希望政府大

力推动消费经济，继续发放消费券，刺激市

民消费意愿，重整市民外出消费的信心。

为了帮助餐饮企业渡过难关，南海区餐饮

业协会迅速行动起来。目前，该协会正在

与招商银行洽谈，还接触了一些能为餐饮

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渠道的广州金融机构，

“希望这些金融机构能提供更大优惠的低

利息贷款，解决餐饮企业资金流问题。”该

协会一负责人说。

本周，南海区餐饮业协会还马不停蹄

地与美团、饿了吗、抖音这些新媒体平台洽

谈，计划合作推出一些活动和优惠，给南海

餐饮企业引流，将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小程

序、公众号、微信群中的公域客户引流为餐

厅客户，餐厅用优惠方式引导客户进入。

据悉，南海区餐饮业协会已与大众点

评第三方运营公司达成了一个初步合作

意向，大众点评免费为南海餐饮企业进行

后台运营，引流恢复餐厅的人流量。南海

区餐饮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大众

点评先尝试运营两三批约20个左右的餐

饮企业，提升餐饮企业的曝光量。

至于场地租金，现在南海区餐饮业协

会也在研究，该项工作也列入了协会的工

作计划中，协会计划针对南海一些大型商

场和业主发出减免租金的倡议。另外，南

海区经促局和南海区文广旅体局等政府

部门会针对南海餐饮行业现状，出台一些

帮扶的利好政策。

合作引流
对接新媒体平台推广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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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医核酸检测一线背后的“三大保障”

主力上“前线”我们当“后盾”

■区洁芬至今已到社区、学校、小区布置核酸采样点30多个。

■桂城桂澜路中海环宇城一餐馆，实行打包外卖。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自南海战“疫”打
响后，南海区人民医
院闻令而动，火速响
应，先后迅速集结

600多名医护人员奔赴一线，投入疫情防控硬仗。
许多默默无闻的战士不在一线，却贡献出不可

缺少的力量，保护一线采集队员顺利完成任务。
在这过程中，有人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肩负起

更多的责任和担当；有人充当前哨做好充足准备，
务求医护到场就能开工；有人在大后方，一路奔跑
将物资送到前线……

黄滚娥是南海区人民医

院超声科护理组长兼医技第

二支部副书记、院感控制员，

凭借丰富经验，她 8次带领

采样小组到大德社区、中海

锦城、万科金域中央等地进

行核酸检测采样。

黄滚娥介绍，除了要做好

统筹安排，在防控方面还有很

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要做

好“5个安全”，包括环境安

全、物资安全、人员安全、社区

安全等。

每一个新的采样点，黄滚

娥都要先去查看环境，然后现

场布局：哪些地方是放感染垃

圾的，哪些地方是脱衣服的，

哪些地方是喝水的……

刚当“采样小组统筹员”

时，黄滚娥也有过措手不及。5
月29日，采样小组在大德社区

进行核酸检测，突然一场暴风

雨袭来，很多物资被淋湿，场面

一度混乱。从那以后，她吸取

了教训，将物资放置在安全地

方，并安排一个安全员时刻查

看物资安全，避免被污染。

黄滚娥说，在社区还有

很多志愿者来帮忙，因为不

是学医的，对于“怎样脱衣

服，在哪脱衣服”都不太规

范，她便盯着每一个人，在旁

边指导他们如何脱防护服，

脱完了再帮忙消毒。

深感居民排队不易，黄

滚娥在排队上努力优化流

程，提高效率，尽量不让居民

等候太久。对于抱着婴儿的

居民，则开通绿色通道，提供

便捷的服务。

在大德社区工作时，黄滚

娥的脚被红蚂蚁咬了，当时她

还不知道，第二天又继续去工

作，但是脚已经红肿了，“有居

民看到了，赶紧拿药给我涂，

当时真的很感动。”

区洁芬，南海区人民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从5月27日南海

启动大规模人员核酸检测工作

开始，至今已到社区、学校、小区

布置核酸采样点30多个。

最开始是在万科金域中央

布置核酸采样点，“最初真的有

点混乱，社区配合、环境布置、

物资储备、志愿者上岗等都存

在问题，大家来了一两个小时

都开不了工，导致整个效率非

常慢。”回想当初的手忙脚乱，

区洁芬表示经过多次实践后，

布点顺畅有序了，“南医出品”

得到了肯定。

区洁芬总能第一时间优化

采样布点，被大家称为“布点小

能手”。在江滨社区，社区工作

人员表示只能开通7条采样队

伍，但是区洁芬心里盘算着“8
个小时要完成8000多次采样

任务，起码要开到10条队伍“，

于是她马上跟社区沟通，重新

布场，终于如愿增至 10条队

伍，确保了采样任务的完成。

作为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区洁芬还负责采样队员调配。

“主任，目前防疫形势有变，如

果有需要派去危险的地方，我

愿意去，现在我的娃大了，可以

放下了！”这是护士徐结芳发来

的信息，收到信息的区洁芬当

场红了眼眶。

“这段时间我充分感受到护

士小伙伴的给力支持，每次收到

主动请愿一线的消息都让我感动

到不行！“区洁芬说，前段时间去

高明支援，半小时内就集合了

200人，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南海区人

民医院后勤部门的微信群名，也是物流科

主任朱倩华近段时间的最真实感受。

5月27日下午4点，朱倩华收到了突

如其来的命令：10分钟内准备好核酸采集

物资送到万科金域中央。朱倩华立马召集

人员成立物资小分队，10分钟之内把物资

全部送到。

后勤保障队伍很多都是老同志，每天

汗流浃背，年轻医护得知人员不足也主动

报名过来支援。“最紧张的时候是13个采

样点同时启动，共有52条采样队伍，需要

大量物资，小到胶布、手套，缺一不可，不然

就耽误一线采样工作，那时候基本上每天

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每天不停运转物资。”

朱倩华说。

除此之外，回收废物、食堂供应、车辆

协调，还有隔离酒店物资配送等也由后勤

部门负责。朱倩华表示，有时候采集队员

半夜4点多回来，后勤工作人员也会准备

好食物给他们。

为了保障各个点物资充足，几乎每个

微信群里都有她，随时留意着最新消息：要

开哪个点？有没有更改情况？这次派多少

人去？要准备多少物资？在朱倩华看来，

“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每一个积极奉献、

热血抗疫的人都值得点赞。”

正是在每个人的辛苦付出中，南海区

人民医院全体人员顶住了烈日酷暑，抵住

了狂风暴雨，完成一项项繁重的核酸检测

任务，为居民健康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采样小组统筹员”黄滚娥:

8次带队奋战核酸检测一线

●“采样布点小能手”区洁芬:

巧布点让“南医出品”得到肯定

●“后勤保障大管家”朱倩华: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说的就是我们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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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桂澜路中海环宇城一餐馆，开设无接触取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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