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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关注

CHINA WOMEN’S NEWS创业创新主编 罗文胜 责编 李雪婷 美编 杨杰 责校 王琬 2022年12月2日 星期五 7

中
消
协
：
审
慎
做
出
医
美
决
策

超
范
围
经
营
、水
货
针
剂
、山
寨
设
备
…
…
医
美
乱
象
不
绝
，消
费
者
还
须
理
性
求
美

火锅行业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产业火锅行业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产业，，面临着如何把产品做到美味可口还面临着如何把产品做到美味可口还

要标准化的问题要标准化的问题，，火锅料理师成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成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工种，，预示着国家为预示着国家为10001000

万火锅从业者万火锅从业者，，创建了一个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的新通道创建了一个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的新通道。。

即时零售即时零售：：让传统网购从让传统网购从““远场远场””走向走向““近场近场””

从衣服、美妆，到大冰箱，下单后30~60分钟即可收货。消费者“到家需求”
攀升、商家纷纷布局线上，推动即时零售迎来快速发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身着一袭白大褂，一手持温度计，一手拿
计时器，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探访时，周宁
正站在机器旁边监看火锅底料的炒制，辣椒和
牛油的香味随空气迅速蔓延开来。

从事食品和调味品行业20多年，海底捞
锅底研发师周宁早已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工作
准则：什么样的辣椒适合做原料，哪种温度最
能激发不同原料的香味，一种新品到何种程度
才能被送上餐桌……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
的职业居然也有了标准。

今年9月，人社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正式将“火锅料理
师”列入中式烹调师职业下的新工种，“做了这
么久的火锅底料研发工作，这下也有了新身
份。”周宁笑着说。

从地方特色到全国标准

周宁是重庆人，从小在满是川渝美食和麻
辣火锅的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中，她大学选
择了食品专业，立志从一名业余“吃货”成长为
食品专家。

“火锅是一个很好的餐饮场景，食材多样、
口味各异，能满足不同人的需求，非常适合社
交。”周宁回忆起火锅刚出现的时候，“那时很
多人自己在家炒料烫火锅，后来有厨师开店，
也是自己炒料。火锅行业发展到今天成为产
业，就面临着如何把产品做到美味可口还要标
准化的问题，火锅料理师这个新工种的出现正
逢其时。”

根据官方定义，火锅料理师是指从事火锅
锅底、酱料、蘸料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

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
员。

事实上，火锅料理师并不是一个新名词。
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就将火锅料
理师作为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
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有6万多人
经考核获得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作为火锅之都，重庆在为行业人才谋发展
的路上不遗余力。近年来，重庆市人力社保
局、重庆市商务委多次邀请火锅行业的企业家
代表，探究火锅制作师新工种的开发。2021
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申报将火锅料理师认定为一个新工种，以便
统一行业标准，进一步系统化专业化培养火锅
人才。

火锅料理师的出现，填补了火锅行业专属
职业工种的空白。对此，从业28年的国家级
中式烹调技能大师工作室火锅专家王文军表
示，火锅料理师成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工种，
预示着国家为1000万火锅从业者，创建了一
个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的
新通道。

从个人感觉到数据说话

对于标准化，周宁的体会十分深刻。“正宗
的火锅底料，讲究的是麻、辣、鲜、香，采用牛
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
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她告诉记者，“其中光
是辣椒品种的选用和搭配就大有门道，牛油的
品质、原材料的选择和配比、炒制的时长和温
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
关键因素。”如果将这些指标进行排列组合，一
千位炒料师傅就能做出一千种不同的味道。

作为全国连锁火锅品牌的研发人员，周宁
的目标就是为所有顾客呈现美味而且品质稳
定的标准化产品，“不能因为外在因素导致水
平忽高忽低，无论何时何地，顾客尝到的味道、
口感都应该是一致的。”为此，在产品研发过程
中，周宁将“用数据说话”作为自己的准则。

在最近研发的泡菜鸭锅底中，周宁发现，
因为选用了传统发酵的酸菜作为原料，在煮制
过程中，盐分逐渐释放，对口感咸淡影响很
大。她解释道：“因为锅底的盐分是固定的，加
入的酸菜原料也是确定的，我们就需要在火锅
煮制的过程中保持水量固定，这样味道就会更
稳定。”

发现原因并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背后是
多达数十次的品鉴和改进，周宁说：“食品标准
化并不像在家做饭，凭个人感觉调味，而是通
过研发人员、顾客的品鉴共创，并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调研、调整配比，历经感官实验、仪器检
测等多个步骤，确保端上餐桌的产品达到统一
标准。”

做出标准化产品，需要统一的人才培养体
系。在传统的火锅料理中，拜师学艺多依靠口
传手教，常常是十位师傅带出十位不同徒弟。
而如今，火锅料理师成为新工种，就需要有标
准化、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和职业评价体系。

从“没有身份”到规范发展

《2022中国火锅大数据报告》显示，近五
年来，火锅市场规模在中式餐饮中的占比逐年
上升，已从2017年的13.65%上升至2021年
的 14.2%，为中式餐饮中的第一大品类。

2021年，全国火锅相关在营、存续企业数量为
42.6万家。根据《2022年中国火锅行业发展
与消费行为监测报告》，超半数火锅消费者会
以两到三周一次甚至一周一次的频率光临火
锅门店。

火锅行业的蓬勃发展，对标准化建设不断
提出要求。火锅料理师没有成为专属职业工种
以前，火锅行业在技能培训、参加比赛、职业发
展等方面均处于“自由发挥”甚至尴尬的境地。

重庆市铜梁区红状元火锅店品牌创始人
王斌向记者表示，原来他们招聘火锅从业人
员，需要面试、实操、培训，走很多程序，花费不
少成本。火锅料理师成为新工种，今后培训、
筛选均有了国家标准，能给火锅企业省很多
力。

王文军介绍，此前火锅行业没有国家认定
的专属职业工种，在许多技能比赛中，火锅料
理往往作为“中式烹调”项目下的专项赛，奖项
上也没有注明“火锅”二字，“火锅从业者面临
着没有身份的尴尬。”而新职业工种的出现，意
味着火锅人被官方认证，可以走向国家级、世
界级的职业技能比拼舞台。

重庆市火锅协会会长陈国华介绍，火锅料
理师这一工种的出现，为火锅从业者提供了规
范的成长通道，通过系统的学习、考试、培训，
从业人员可以成为一级、二级、三级料理师。

据悉，申报开发火锅料理师工种的重庆
市，还将积极争取火锅料理师国家职业标准的
开发资格，继续举办重庆火锅专业赛，加强火
锅产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评价体系建设，不断
提升火锅从业人员的能力水平。

周宁品鉴研发新品—泡菜鸭锅底。 刘昱卓/摄

■ 廖睿灵 金旻

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不仅能点到一份快
餐，还能下单买衣服、美妆、电子数码等各类商
品——伴随零售数字化和即时配送业务快速
崛起，便利性更高、时效性更强的“即时零售”
模式正悄然风行。

据估算，2020年至2021年，国内即时零
售年同比增长率保持在80%~100%。业内人
士预测，未来几年即时零售复合增长率仍将保
持高位。“往里走，啥都有”这句昔日线下商店
的口号，正成为外卖平台的真实写照。

高效匹配本地供需，让零售像外卖
一样即时到达

不少消费者发现，外卖平台上能买到的东
西越来越多。

在湖南长沙读大学的小张是江苏扬州
人。异地求学，她常会想念家乡风味。这天，
她在外卖平台上搜索扬州的“三和四美”酱黄
瓜，没想到真有商家在售卖。“这个品牌相对小
众，本以为没有商家进货。能在千里之外找到
家乡味道，太惊喜了，果断下单！”小张说。

以门店为基础、即时配送为依托，这种类
似外卖点餐的新兴消费模式，被称作“即时零
售”。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
洪勇告诉笔者，借助互联网平台，即时零售能
高效匹配本地供需，具有速度快、本土化等特
点。

“电子商务可分为远场、中场和近场。”洪
勇说，远场即通过淘宝等平台下单购物，商品
送达需花费2~3天甚至更长时间；中场是在
社区团购平台上购物，通常隔天能收到货物；
近场也就是即时零售，下单后约30~60分钟
即可收货。

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的有关消费调查显
示，“95后”人群更加注重配送速度，超过50%
的“95后”消费者希望在购物当天收货，约7%
的“95后”希望能在两小时内收货。部分消费
者使用即时零售，正是看中了它的快捷、便利。

“前两天有一场重要的线上会议，但开会
1小时前摄像头突然坏了。我赶紧求助外卖
平台，下单了附近一家文具店的摄像头。”家住
北京的陈敏回忆道，“好在外卖小哥很给力，不
到30分钟就送到。这说明，时间紧迫时，即时
零售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在专家看来，除了满足应急需求，即时零
售“走红”还有多重动因：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即

时配送体系更加完善、疫情影响下网络购物习
惯的养成、关注即时满足的“Z世代”正成为消
费主力人群……“这些因素推动了‘万物皆可
买’的即时零售模式兴起，受到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青睐。”洪勇说。

线下走向线上，画出更大销售半径

与不断增长的消费群体相对应，在供给
侧，原本聚焦线下的商家也开始向线上转移，
做起即时零售的生意。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一家生鲜超市里，外卖提示音不时响
起。收银台上垂着一条长长的小票，店员正忙
着对照票据分拣外卖订单。

店铺老板李先生介绍，自家的生鲜超市开
于两年多前。“刚开始我主要做批发，能拿到很
好的货源。后来，大家知道了我们家菜品和水
果新鲜，攒了不少回头客。”李先生说，此前，他
没有考虑过做线上生意，“店里人手不够，怕来
不及接单。”

“宅经济”的兴起，让他开始考虑向线上转
型。“毕竟生鲜产品放不住，得尽量清库存，如
果出现疫情还得靠线上订单。”他说，“这么看，
开启即时零售模式也挺好，多了一条销路。”

还有一些传统小店索性选择把重心放在
线上业务。老赵是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他的店

铺临街，面积不大但售卖的品类不少，有常见
的办公文具、五金劳保用品，还有一次性差旅
用品、打印机和墨盒等。疫情期间，他还添置
了手机支架、摄像头等用于线上授课的工具。

“我现在有七八成的生意是来自线上。”做
了近十年文具生意的老赵说，外卖刚兴起时，
自己压根没想过文具也能做外卖，“我是看其
他商家在平台上线了才开始做的。做了几年
店铺生意，现在反倒主要依赖线上了，看来拥
抱新事物是对的。”老赵说，之前和自己一起加
盟的伙伴已经租好仓库专做线上生意。如今，
他也在物色合适的铺面，考虑转型。

小店走向线上，画出更大的销售半径。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即时
零售发展报告》显示，通过即时零售平台提供
的线上门店商圈和高效的即时配送网络，门
店的商圈将由现在的1公里扩大到 3~5公
里，门店用户覆盖范围较原来大幅提升。对
于传统超市来说，线下超市的流量不稳定且
影响因素较多，而即时零售平台拥有稳定、海
量的用户资源，将为线下实体零售带来新的
增量。

供应链体系数字化改造对企业运
营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对比传统“远场”网购，“近场”即时零售也

成为消费者实惠下单买大件的新入口。
“我今年没参加传统购物平台的‘双

11’，倒是外卖下单了一款冰箱。”家住福建
厦门的小陈说，自己此前就听说过大型超市
有“线上下单，线下急送”模式。前段时间家
里冰箱坏了，又适逢“双11”，他便试着在外
卖平台上买了一台新的冰箱。“对比电商平
台，加上优惠券、满减，又比较了赠品，即时零
售平台不仅售价最低、配送速度最快，售后也
有保障。”小陈说，送货员上门后，仔细讲解了
冰箱使用事项和售后服务的注意点，很是细
心周到。

消费者“到家需求”攀升、商家纷纷布局线
上，推动即时零售迎来快速发展。苏宁易购提
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11日，苏宁易购在
美团平台上的订单量超6万单。美团平台数
据显示，今年参与“双11”的数码3C门店数量
较去年增长了两倍。10月30日至11月1日，
美团上来自本地实体门店的电脑品类销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73倍。《2022年中国即时零
售发展报告》指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几
年即时零售复合增长率将保持高位，预计到
2026年，即时零售相关市场规模将超1万亿
元。

如果说“上线外卖”、开启即时零售模式是
不少街头小店、传统商超抵御困境、打开销路
的帮手，那么进入即时零售赛道，则对店铺运
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拿生鲜店李老板来
说，做好外卖生意，门店除了匹配专门的订单
分拣、配送力量，还需要加强售后服务，以保障
销售、运输全程不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而
对于商品体量更大的卖方而言，将触角伸至线
上更是一次互利共赢的创新尝试。

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彭建真看来，
即时零售不仅是业态发展需要，更是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科技发展的结果。即
时零售为线下商家带来了线上流量，而只有在
经营和服务特色等方面多下功夫，线下商家才
有望把更多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销量。

“即时零售模式不仅仅是企业入驻线上，
更要求企业进行供应链体系的数字化改造，
缩短线上需求和线下供应的匹配时间，提升
供应效率和质量。”洪勇说。中小企业应积极
完善数字化系统，吸引、培养数字化人才；行
业领军企业则应加大对即时配送技术和无人
车、前置仓、智能柜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此
提升企业数字化运营管理能力，真正打开即
时零售销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李雪婷

11 月 29 日，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医美
消费提示，指出医美行
业并非如其宣传那般
美好，机构和从业者

“鱼龙混杂”，消费暗藏
风险和陷阱，提醒广大
消费者要理性看待医
美需求，正确选择医美
机构，审慎做出医美决
策。

医美市场快速
发展 暗藏多种消
费陷阱

中消 协称，近 几
年，国内医疗美容市场
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因
医疗美容引起的消费
纠纷也不断增多。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全
国消协组织每年收到
的 医 美 行 业 投 诉 从
483 件 增 长 到 7233
件，增长近14倍。

根据相关投诉数
据分析，当前医疗美容
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部分医美机构证照不
齐全，未取得医美经营
许可或者超范围经营；
机构工作人员不具备
职业资格，操作不规
范；一些医美机构虚假
宣传国内大型医院整
容专家、海外整形专家
坐诊，实则只是借用他
们的名号来招揽消费
者；医疗产品渠道不
明，部分医美机构使用
假货、水货针剂以及山
寨设备；医美效果难以评估，服务质量与
消费者预期仍有较大差距等。

选择正规机构 仔细审查合同

为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广大消
费者要选择正规机构。消费者在选择医
美机构时，可以通过卫生部门的官方网
站，查验医美机构相关经营证件是否合
规、有效，了解医生是否具有《医师资格
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信息。
此外，可以通过药监部门的官方网站，判
断药物、器械等产品生产渠道是否正规，
是否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查认
证等。同时，要选择机构执业范围内的
医美诊疗项目，不要选择超过服务范围
的医美项目。

仔细审查合同。在签订医疗美容合
同时，应当仔细阅读相关条款是否合理，
除了检查医疗机构和操作医师是否具有
相关资质以外，还应检查麻醉、场所消毒、
药械使用等各项目的标准和收费明细，确
保自身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如果对上述
事项未尽到审慎审查，纠纷发生后消费者
可能在责任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

全面了解风险。在医疗美容前，消
费者应当对所做项目的信息和内容充分
掌握，与主诊医师充分沟通，知悉该项目
的风险性与禁忌症。要始终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客观、理性地做出选择，不要因
一味求美而忽视风险隐患，不要抱有不
切实际的幻想和盲目的期待。

留存消费凭证。在操作结束后医疗
美容相关后遗症以及副作用并非立刻显
现，留好相关诊疗记录以及发票存根也
是医疗美容消费者进行维权和自我保护
的重要一环。消费者应事先保存好有关
消费凭证，避免发生纠纷时，因保管不
当，导致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不利于后期
维权。

及时有效维权。消费者在医美消费
过程中，如果遇到权益受损问题，应该及
时保存好相关证据，必要的时候甚至可
以申请医疗鉴定。争议发生后及时与医
美经营者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
申请消费者协会或者其他专业调解组织
调解，也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此
外，还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到法院提起
诉讼的方式，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今年双十一期间，央视财经频道对即时零售这一新现象进行特别
报道指出，“外卖送万物”逐渐成为现实。

消费提醒提醒

“危”整形 新华社发 徐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