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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隆冬，绿城夜晚已是寒意弥漫。晚上10
时，萧记面食有限公司总经理萧存国还在店里和技
术总监研究着“糖醋鸡柳”新品的配料。“鸡肉成本
相对较低，我们想推出这道经济实惠的改良菜，让
更多百姓有机会品尝到豫菜美味。”

醉心研究新菜，是萧存国多年的爱好。从上
世纪80年代末“萧记烩面”一开张，他就研发出了
红油豆腐丝、特色酱牛肉、桶子鸡等新凉菜。对
于烧海参、扒广肚等经典豫菜，萧存国还不断琢
磨大众口味，对这些传统豫菜进行创新改良，先

后推出大葱烧海参、酸辣广肚等新菜品。“这些菜
当时一天能卖上百份呢。”时至今日，他对当年创
新引发的市场轰动依然记忆犹新。

一路步履坚实走来的豫菜，被推到了转折关
口。在餐饮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特殊经历，让萧存
国、张仁平、樊胜武等一大批餐饮企业高层清醒认
识到：要想突围，只有围绕大众餐饮搞创新。“当
前，豫菜界高层已把创新当成了习惯，大家几乎都
在琢磨如何更贴近市场，如何在技术研发、经营管
理方面另辟蹊径。”萧存国道出了业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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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增速放缓、利润下降、“关停并转”寒潮袭来……今年以来，省会餐饮业遭遇前所未有
的挑战和考验，跌入20多年来的低谷。以豫菜为代表的郑州餐饮业该如何突围？带着这个问号，记
者连日来采访多位业内人士，他们开出共同的“药方”：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行，通过创新和转
型，吸引更多老百姓喜欢吃豫菜。

11月底，专营鲁菜的全国知名餐饮集团——
净雅集团在我市鑫苑路开设首家“么豆捞”海鲜
火锅店，这是该集团布局中原的首家火锅店。从
经营传统正餐到开特色火锅店，其背后的推手正
是“瞄准大众消费，勇敢尝试转型”。

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鲁菜企业已勇敢迈
出转型步伐，豫菜企业是否该有所启迪？

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副会长、河南阿五美
食有限公司董事长樊胜武认为，在餐饮大众化时
代，中高端餐饮必须转型。但往哪儿转？要看各
自客源和定位模式。从规模和档次来看，大店要
往中小型店面转。从地理位置来看，要从大型中
心店向开设社区型店面转。从菜品风格来看，则
要突出特色，做到口味独一无二。

接受采访时，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龙祥宾馆总经理张仁平提出，豫菜可尝试
走大众化路线，以新豫菜的研发为基础，逐步形
成覆盖酒楼、社区快餐、团队餐等多种业态的新
格局。萧记面食有限公司总经理萧存国透露说，
下一步，该企业将在郑州大型社区附近尝试开设
500平方米左右的快捷型烩面馆，装修风格突出
时尚明快，牢牢锁定家庭型餐饮消费。

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曲安民分析说，
在当前形势下，高档酒店应尽快转变经营思路，
积极调整营销策略，科学引导消费。

站在全新转折点上，我们欣喜地看到：豫菜
企业正在加快转型升级之路上策马扬鞭，努力向
技术创新、科学管理、低碳绿色转型，向提升业
态、优化服务、整合资源升级，最终必将通过苦练
内功迎来一片艳阳天。

正在艰苦实践创新转型之路的，包括阿五美
食、龙祥宾馆、煜丰美食、嵩山饭店等多家豫菜名店。

阿五美食专门成立了“菜品研发中心”，由
1600余名厨师和数十名中国烹饪大师、餐饮业国
家级评委组成，已成功研发菜品 1000余道，多个
已成功申请专利。比如原来被倒掉的茄子皮，被
研发人员做成蒸菜端上桌后，服务员会让客人猜
原料是什么，猜中有奖。

“油条灌鸡蛋、卤水大闸蟹、红烧鲤鱼带面……”
看到这些经过改良的菜品和小吃，你眼前会不会猛

然一亮？为让更多百姓分享豫菜美味，龙祥宾馆推
出了“龙祥小吃宴”，包括香酥鸡等4个凉菜，扒广肚
等4个热菜，以及胡辣汤、罐焖小黄鱼、鸡汁豆腐、炒
凉粉4样小吃，一个清汤。食客花680元，就能宴请
10人吃饭，轻松吃到正宗的特色豫菜。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除了花样在不断翻
新，豫菜价格也更加亲民。比如“萧记烩面”即将
推出的“糖醋鸡柳”价格预计在28元以内；龙祥宾
馆的“油条灌鸡蛋”定为 3元一根，酥皮烤鸭则降
到88元一只。

创新化为习惯

豫菜更加亲民

转型考验睿智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贝恩的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奢
侈品消费增速预计仅为 2%，比 2012 年的 7%还大幅下
降。而此前几年，中国这一市场的每年增速超过30%。

贝恩的报告披露了中国奢侈品市场从极度繁盛到增
速放缓的几大因素。例如，礼品馈赠历来是奢侈品消费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中国政府推进的反腐倡廉工作
对此影响颇大，腕表和以男士消费者为主的品类增长受
挫尤为显著，原先成为消费主力的男士腕表暴跌11%。

还有奢侈品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政府方面“反对
浪费”，许多单位的年终抽奖及送礼活动减少，往年的公
款消费热潮不见了。“一些单位想来买，一问发票不能开
礼品，掉头就走了。”

没有公款消费的支撑，部分消费品交易疲软。法国
利口酒和烈酒集团人头马君度就发出预警，由于欧洲经
济的不确定性和中国销量的“急剧”减少，集团全年营业
利润将至少下降20%。

报告显示，20个全球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新店
数量已从2012年的150家左右减少至今年的100家左右，
下降幅度约占1/3。 火车站商圈服装企业

欲抱团外迁
本报讯（记者 成燕）经过数十年培育成长，郑州火车站商圈

已成为全国知名服装集散地。但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曾靠交通区
位支撑的发展优势变为了交通拥挤、仓企分离等制约发展“瓶
颈”。记者昨日从市工商联服装商会获悉，火车站商圈部分服装
企业正在热议“抱团”外迁，寻求一体化聚集发展。

郑州某孕婴用品公司负责人分析说，随着火车站地区交通压力
越来越大，物流不畅，成本也在增加，而持续上涨的房租逼迫批发企
业把仓库放在边远的郊区，不得不“仓企分离”。这些矛盾极大限制
了企业长远发展。

不光是服装批发企业，不少服装零售企业也希望尽早外迁。
郑州某品牌服装零售企业高层告诉记者，不少服装批发市场聚集
在火车站附近，不光交通拥挤，物流配送、房租成本都在增加。如
果集体搬迁并形成行业聚集，将推动郑州服装业可持续发展。

谈到如何外迁时，多位服装企业负责人分析说，“抱团”外迁能
让更多企业形成行业聚集，降低外迁发展风险，也可促进上下游产
业链发展。对上游企业来说，一个设施先进的园区能让企业实现销
售和仓储、物流配送一地完成，突破火车站交通拥挤和仓储空间狭
小的限制，也能更好解决员工食宿等问题，避免员工流失。

针对我市服装企业的普遍困惑，市工商联服装商会会长金全
福分析说，这些问题已成为困扰郑州服装业发展的共性问题，我
市服装产业外迁已是大势所趋。按照市政府部署，到2015年底，
177家中心城区商品交易批发市场将实现外迁。按照规划，我市
服装产业外迁承接地在新密市曲梁服装产业集聚区，不少企业已
组团到新密同赢.企业总部港等产业园区进行考察，预计明年将
实施集中外迁。

高消费疲软的背后

“圣诞餐”冰火两重天
本报讯（记者宋建巧实习生张予）明日就是圣

诞节了，一年一度的“圣诞餐”预订情况如何？记者
昨日走访我市大中型酒店、饭店，发现今年“圣诞餐”
预订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景象，在行业大环境不利
情况下，大众化消费西餐厅却依然生意火爆；高端酒
店预订遇冷，商家为了招揽顾客，在下调价格的同
时，还推出消费送礼品等优惠活动。

曾在2010年爆出“99999元”天价圣诞套餐的
索菲特国际饭店，今年价格明显亲民。前台接待
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平安夜自助餐人均消费需要
一千多，今年仅需 799元。10人桌包房的人均消
费从 1199元到 2399元不等，一般面向团体组织，
不对散客，但是鉴于今年生意下滑，目前仍有空
房，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散客需要预订，也可以在
向领导请示后预留。

除了降价，高端酒店还将“圣诞餐”捆绑礼品
以招揽顾客。记者以预订“圣诞餐”的名义，来到
位于花园路上的大河锦江饭店咨询，工作人员极
力推荐4988元的圣诞套餐，“人均消费还不到500
元，这个价位的‘圣诞餐’在郑州是非常实惠的了，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奉送，每个房间送高档白酒两
瓶，可乐、雪碧无限量畅饮，还有洗衣卡等礼品。”

高端酒店团购生意也不理想。皇宫大酒店推
出原价 2244元、现价 1680元的 10人桌圣诞节套
餐，虽然打了7.5折，但仍然“颗粒无收”。

相比高端遇冷，中端西餐厅消费热度不减。
人均消费 40~45元、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的郑
州绿茵阁西餐厅，平安夜包房预订依然火爆。餐
厅运营经理张书征告诉记者，相比去年，原材料、
人工、房租等价格均出现上涨，但为吸引顾客，今
年“圣诞餐”及包房价格并未上涨，“圣诞套餐依然
分为88元和188元两种，但是性价比更高，菜品更
多样化，24日下午 4点直到晚上打烊，共有 90多
道菜品可供大家选择。”

张书征发现，最近几年，从餐饮消费来看，“圣
诞节”等洋节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淡。市社科院社
会所副所长刘涛表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
怪。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单位
还是个人，在餐饮消费上都变得更为理性了。中
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款消费得到了抑制，整个
社会“光盘”光荣的氛围，也让人们开始重视“吃
喝”中的浪费问题，“高端‘圣诞餐’的不景气，侧面
展现了整个社会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也折射出
餐饮行业转型发展的必要性”。

本报讯（记者聂春洁 文/图）昨
日，郑州西南区域最大“菜篮子”郑州
市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再为市民送福
利：从 23日起至元旦，每天上午 9时至
11时向二七区的残疾人、低保户、烈士
家属免费发放大白菜或萝卜 5000 斤，
计划送出5万斤当家菜。

这是郑州市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第
三年向市民特殊群体免费送菜。从 12
月23日至明年1月1日，共计10天免费
送出蔬菜50000斤。凡二七区内的残疾
人、低保户、烈士家属，均可在每天上午
9时至11时，凭有效证件到市场免费领
取大白菜或萝卜一份，每份蔬菜约 10
斤。

郑州市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还为市
民准备了特价和平价蔬菜。凡在12月
23日至2014年1月1日来购买蔬菜的市
民，大白菜和萝卜均以每斤 0.3元的特
价供应，大幅降低批发价格，想来郑州
市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淘便宜的市民，可
乘坐138路支线、559、560、561、562路公
交前往。

据介绍，位处郑州西南郑密路的
郑州市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是郑州市立
项建设的三大菜篮子工程之一，设有
检测中心、电子商务平台、24小时监控
系统、仓储物流中心、大型冷库、大型

停车场、银行等商业配套，可为商户提
供一站式的服务，项目全部建成后可
辐射全国20多个省，年成交额约达300
亿元，实现年利税 9600万元，带动 3万
人就业。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通讯员 李延
涛）市工商局 12315申诉举报中心近日
发布今年以来我市美容行业咨询、申诉
和举报情况。根据统计，预付卡消费纠
纷最为严重，占总申诉量的六成以上。

今年以来，12315中心受理美容行
业咨询、投诉、申诉和举报共计183件，

纠纷主要集中在预付卡不退余款、不能
正常使用；美容机构虚假宣传、无证照
经营、不公平合同格式；美容纠纷的民
事赔偿、产品的假冒伪劣等方面，其中
预付卡消费问题最为突出，占到总申诉
量的六成以上，消费者的诉求基本为能
够正常使用或退卡两种。

依据以往办案经验，工商人员提
醒，美容消费中，最大的风险点在于接
受无证（照）美容机构的服务，所以一定
要选择正规有资质的美容机构，不要轻
信广告宣传，并要妥善保存消费票据，
发生纠纷时，要及时向卫生和工商部门
投诉。

“菜篮子”为特困群体免费送菜

预付卡消费成今年申诉热点 我市一揽子政策
助中小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招 张予）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力所在。目
前，我市中小企业数量近8.3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中小
微企业从业人员173万人。截至11月底，我市中小微企业完成增
加值3590亿元，同比增长12.6%，约占全市GDP比重的65%，预计
今年中小企业完成增加值 3950 亿左右。但因为核心竞争力不
强、融资难融资贵、留不住人才等因素，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市针对这些难题，制定了一揽子利好政策，助推中小企业发展。

建立体融资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与中信银行、郑
州银行、中国银行陇西支行等有关银行以及相关担保公司合作，
通过“种子基金”贷款和财政补贴贷款两种模式支持小型、微型企
业贷款融资。截至 12月 7日，种子基金贷款共开展 3批次，共有
22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贷款额度共计 10110万；财政补贴贷款
工作共开展4批次，共有12家企业获得贷款，额度5600万元。开
展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发展和涉嫌非法集资广告信息排查清理活
动，优化行业发展环境。落实小额贷款公司增资变更、重组工作，
增强行业资本实力。截至11月底，全市小额贷款公司共有51家，
注册资金51.3亿元，运营资金55.5亿元，今年以来为3009家中小
微企业发放3517笔计77.4亿元贷款。

构建中小企业成长机制，促进企业集群发展。实施中小企
业“百千万成长培育”工程。打造一批细分行业领军企业，引导
和带动全市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增加中小企业
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中小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推进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鼓励民营经济集
群化发展。

建设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筹备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建立中小微企业数据库，设立政策法规、投融资服务、企业
信息、资金申报等内容，及时掌握中小微企业发展整体情况，为企
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信息，截至11月底，民营企业数据库系统
录入企业基本信息 5000条,成为解决中小微企业共性需求、中小
微企业反映诉求、获取信息、得到帮助、学习交流、提升素质，享受
公益性和低价服务的主要渠道和场所。

我省组织实施大气
污染治理科技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获悉，针对当前大气污染严
重，雾霾现象增多的情况，省科技厅积极组织实施了河南省大气
污染治理科技专项行动，激发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推动节能减排
的积极性，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工艺和装备减少大气污
染。

据悉，该行动重点支持脱硫、脱硝、高效除尘等关键共性技
术研发，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环
境监测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此次专项行动组织专款 600 万元
用于实施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科技专项计划项目，评选出包括
锅炉废气治理（脱硫、脱硝）、新能源综合利用、炼焦清洁生产、
绿色交通等领域共 20 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这些项目围绕大
气污染治理的实际需求，结合本行业生产现状进行技术研发和
集成创新。项目完成后，将攻克一批大气污染治理急需的关键
及共性技术，能够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为我省重点行业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通讯员 刘翠翠 文/图）
按照规定，中文标签是进口洋酒的身份证明。近
日，航海路上一家超市就因为所售洋酒“身份证”
标示不全，涉嫌违法，被中原工商分局航海西路工
商所执法人员依法查处。

航海西路工商所执法人员近日在巡查中发
现，航海路某超市销售的3个品牌进口葡萄酒，中
文标签仅标注了净重量、生产日期、原产国（产
区），没有载明中国代理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违
反了《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将
36瓶涉嫌违法洋酒没收，同时没收违法所得，并
对商家处以3万元的罚款。

工商部门提醒，购买洋酒时，要看其包装上有
没有中文标签，还要看中文标签是否标注了原产地
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如果没有
中文标签或者标示不清，可及时向工商部门举报。

洋酒中文标签不全
商家获罚3万

12月23日，贴有“农产品快速通关”标志的货车通过中哈巴
克图—巴克特口岸进入中国。

当日，中哈巴克图—巴克特口岸农产品“绿色通道”正式开
通。这是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开通的首个农产品进出口快速通关
通道。今后，在中哈巴克图—巴克特口岸，农产品进出口由专门
窗口报检审核，运输车辆通过专用“绿色通道”验放，货物通关所
需时间将大大缩短。 新华社发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开通
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

年末盘点2013

整治依靠公款拉动的畸形消费市场，斩断
变相行贿的“灰色之手”，对于转变干部作风具
有重要意义。

上海从事活动会展的张先生说，利用奢侈
品送礼的事情时有发生。特别是举办活动需邀
请上级领导出席，总是要备些礼品“意思意思”。
有的领导甚至暗示下属送礼品的品牌、款式，上
万元一只的皮包算是便宜的，有时一买十来只。

“这种风气也给企业带来很大负担。”
国际奢侈品集团厉峰在沪负责人张嘉恒说，

过去中国的市场需求发展太快，很难判断其中哪
些是正常的消费，哪些是不正常的消费。经过此
次调整，未来的消费市场会更加健康。

中国消费市场不能依靠公款拉动。“如今的
高端餐饮门可罗雀，而大众餐饮日益火爆。”上
海市商业信息中心主任齐晓斋说，八项规定促
进了服务业转型，将畸形消费的泡沫挤出，有利
于理性需求的回归。

据新华社电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奢侈品销售采取“入
乡随俗”开发票的办法，迎合大量的公款报销
需求，背后隐含着公款浪费，甚至权钱交易和
变相行贿。

自从党中央八项规定公布后，一些国际品
牌企业感到风声趋紧，开始在内部通知，要求
不准乱开发票，而今年的规定更加详细。“实
际上卖什么产品开什么发票是国际惯例，只不
过中国客户有特殊要求，一些大牌也就‘随行
就市’，大量开出‘礼品’甚至‘办公用品’等发
票，以方便公款报销。”一位奢侈品销售业内
人士说。

据介绍，岁末年初是各大品牌争夺的购物
季。今年 12月，20万元左右的腕表，基本每个
星期都要卖掉几只。能保持这一水平在八项
规定形势下已经相当不错，同类品牌基本上多
少有所下降。“前几年一些顾客定制要求，表盘
要有钻石，连表带都要有两圈钻石，一定要够
闪。而从去年开始，顾客的需求就是要低调。”

反
浪
费
风
潮
起
，奢
侈
品
遭
重
挫

﹃
高
消
费
﹄
与
﹃
公
款
消
费
﹄
是
孪
生
兄
弟
？

繁
荣
消
费
市
场
，岂
能
依
靠
公
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