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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

会帮，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
者。

由社区团购平台发展的购物团，也存在
着种种问题。家住群力公务员小区的张女
士，被人拉入了一个“社区日用品内购群”。
虽说是内购群，但报价都不低，送货条件是
必须购货 200元起。“可选的东西不是太多，
买了两次，发现 200元买不了几样东西，尤
其是蔬菜。起初，蔬菜收拾得还挺干净，后
来就不太好了，蔫巴儿的蔬菜也混进来了。”
张女士说，一个月左右，就有团友在群里吐
槽别的群同样商品的“低”价格，张女士也发
现这个群里一些蔬菜、日用品的价格比别的
群都高出块八毛的。别的群里一只鲜鹅蛋4
元左右，这个群一只鹅蛋却要 5元，多买也
不降价。张女士心里不舒服，不久就退出这
个群了。后来听说，购物团长几次送货质量
不好，还不及时给调换货，这个群不到两月
就解散了。

王女士也有类似经历，前几天在消费过
后，她被一个大平台的“社区购物团长”拉进
一个群，“团长”经常在群里推荐折后商品信
息。今年双十一的时候，她参与团购花掉
2100元，不久后就发现，实体店里同品牌商
品打折只有 1400元，就怒问“团长”，但却一
直没有得到答复。“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这
种社区团购群的‘团长’，不靠谱。”

记者通过“多多买菜”社区团购APP查
询，发现自己所居住小区周围 500 米范围
内，竟然分布着 23处提货门店，其中有粮油
店、药店、仓买、彩票站、果蔬超市、烟酒店、
肉店、快递超市，数量很多、密度很大。据了
解，只要有营业执照，有足够的空间的店铺，
都可以申请做提货门店，有的门店还同时为
多个平台配货。

经营快递超市的王女士，兼营“多多买
菜”APP社区团购提货门店，她说，这个门店
是团购平台业务员上门来邀请她加入的，她
琢磨着反正跟接收快递邮件差不多就答应
了；提货门店的收入是按照销售额提成的，
少的时候一个月也就收入几百元，自己还搭
上不少塑料袋。

刘女士今年 47 岁，是最早使用并
向朋友推荐社区团购平台的。“我现在
基本不用这些软件和平台。举个例子，
我使用美菜购买生鲜，送货起步消费要
求在 100元以上；每季都有特价菜，有
时八九个，有时三五个，但只允许选择
一种；用的多了才发现，特价菜也不是
谁补贴了，而是超市的过时菜、残次
品。”刘女士推荐的人群都是亲朋，疫情
期间大家都尝试过，最后全都放弃了。
刘女士属于高知人群，对科技平台进入
百姓的生活消费领域，并无反感，但她
有自己的担心。“不管你投入多少钱，你
的货顶多是来自加盟实体店，可走的是
市场，经手的是人，做生意都要回报，便
宜哪会有好货？生鲜又都是要及时食
用的，本就没多少钱，谁又有功夫去投
诉维权？”

孙女士今年 36 岁，她使用过一段
时间的美团优选、饿了么购买生鲜，最
后也放弃了。“最开始感觉还好，都是从
知名大型商超走货，但有几次发现质量
问题就不用了。”孙女士的职业是商贸
高管，她说互联网巨头企业利用海量数
据、先进算法和雄厚资本，研究如何拿
下社区的生鲜团购，但可能最终补贴的
只是超市、便利店、生超店这些经营者，
老百姓从中受益并不多。

平台门槛儿多
特价不是好货

市场本地菜充裕
平台下单麻烦多
担心自己被套路

位于南岗区中兴街附近一家便利店的店主
说：“实体店空间有限，可供消费者选购的商品
也有限，社区团购的出现刚好可以弥补实体店
商品不足的情况。团购零售价已经严重低于进
货价，我们没办法和他们拼，为了不被挤出市
场，我们也只能加入其中，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为店里聚集人气，避免客户流失。”

为避免网购对实体店的巨大冲击，他们建
了2个团购微信群，每天都会在群里发布团购信
息。“每天团购消费金额在2千元左右，初步估算
团购营业额只占我们总营业额的 10%。我们之
所以会参与其中，首先是团购平台会给服务费，
可以说一下多了笔收入。其次从目前趋势看，
社区团购已渐成趋势，很多便利店都会有自己
的团购群，也会有稳定的客户群体。”

记者了解到，目前哈市很多小区便利店主、
生鲜小店主以及快递站老板，在不影响当前生
意前提下，都纷纷身兼平台社区团购团团长一
职，建立自己的团购微信群，因为一方面可以赚
额外费用，另一方面可以给店铺带来人气流
量。“除美团外，拼多多、京东、腾讯也都准备抢
占社区团购。最近，不同平台的社区团购工作
人员通过大数据平台找到我们后，便会直接来
店里洽谈。现在大数据非常厉害，消费者在平
台下单后，平台就可以马上定位，然后显示其附
近所有团长，消费者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团
长取货。”

很多便利店也心存疑虑：社区团购刚刚开
始，所以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很多互联网企业都
是往里烧钱补贴用户，价格也特别实惠，这些都
是一贯的套路，一旦套牢消费者，养成团购消费
习惯，团购价格是否还有如此巨大折扣就不一
定了。在道外南十五道街上的一家便利店的店
主说，有好几家社区团购的店长找到自己，原本
想加入的，后来再三考虑，感觉平台一旦失去优
惠价格，进入群的都是左邻右舍，实体店也会受
到影响。他知道一家提货店送货员开普通面包
车，并不保温，挨家送货要耗费很长时间，遇到
低温天气，车里的菜都冻了，真是很操心。

12日上午，家住道里区工农大街的杨
女士通过手机上的“多多买菜”APP，购买
了孩子爱吃的桔子，还有茄子、柿子，准备
第二天晚上做菜用。杨女士选择了距离
最近的一家提货门店，APP 上提示 13 日
下午 16时取货，可是当她第二天准时来
到店内想取货时，却被告之货还没有送
到，得回家等电话。而此时 APP 上还在
显示“请前往门店提货”，门店的工作人
员解释说，送货不准点虽说不是常事，但
有的时候由于送货员车坏了、或其他一
些原因会晚到。无奈，杨女士只得先回
家。等了两个小时，杨女士也没有接到
门店电话，没办法，她只好煮了些冻饺子
当晚餐。直到 20时，她再次前往门店询
问后得知，包括她订的水果蔬菜在内的
十几件货都还没有送到，只能等着明天
再去取了。杨女士感觉很不爽，她认为
还不如到超市方便，也便宜不了多少钱，
关键是还可能会耽误事儿。

有调查数据显示，哈尔滨市超过60岁
的居民占比超过20%，其中90%以上居家，
这些家庭大多是五口或四口之家，涵盖了
城市的多数人口。“我个人认为，生鲜团购
平台只是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一种服务方
式，起码是在气候严寒的北方城市，具有
季节性活力，但加上地域特点、年龄结构、
消费习惯、健康观念等因素，它也只能是
小众的精准消费形式。”市民程先生从事
社科研究多年，并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说，
决定人们日常消费的因素多种多样，资源
丰富、结构稳定的中国北方城市，人们都
秉持眼见为实、钱货两清的理念，这些生
鲜社区团购平台难以圆满实现，它最吸引
人的也就是送达的便利。“配送需要保鲜
和安全的环境，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快递
业的服务内容和设备配置，也都是无法实
现的。”

尽管有大数据支撑，但老百姓想吃啥
喝啥，真的是众口难调，没有绝对的刚
需。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对于北方居民
来说，社区生鲜团购平台上打折的塔菜、
线菜、橄榄菜、山药、秋葵、水芹、茭白、莲
藕、芦笋……你真的会做会吃、经常买
吗？答案不言而喻。

只是一种方式
选择在个人

便宜带附加条件
费心不如去早市

哈市的李大娘今年 74 岁了，女儿
教她上网买菜，她刚开始着实被繁多的
菜品和低廉的价格打动了。有一次，她
划屏时看到闪过的娃娃菜 0.99元 1斤，
马上翻回去购买，结果实际价格高出 4
倍多。“消费到一定额度更优惠、推荐给
朋友更优惠，本来就老眼昏花的，着急
时就乱戳屏幕，把身边儿的人烦坏了，
也买了不少根本用不上、吃不了的东
西，费时费力又费钱。”李大娘最终恢复
了早起去早市买菜的习惯，吃多少买多
少，还锻炼了身体。“普通老百姓讲究踏
踏实实过日子，钱儿要花在刀刃上。”13
日，她在早市花 4.5元买了 3个西红柿，
女儿 4.69 元网购了两个，品相都差不
多，不同的是女儿那两个装在塑料盒
中，每个上面都贴着“精品”的小标签。

“网购达人”刘大娘说，东北人冬季
爱吃白菜、土豆、萝卜、酸菜，这些价廉
物美的菜品，从公到私早有储备习惯，
市场供应也充裕。“团购平台销售的是
时令菜，产地多在南方，南方菜咱们吃
不习惯，大众菜口感也有差异，偶尔消
费一下还可以，时常购买肯定做不到。
所以上网买生鲜，在咱们这旮儿时兴不
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啊。”

赚人气
便利店主认可
但也心存疑虑

24岁的小王刚刚参加工作，单位工会经
常发布团购生鲜信息。“我们部门十几个人还
有单独的微信群，大家有不少商超的商品打
折信息。”小王不用那些小程序和APP，因为
实体店都已经上门服务了，信息足够用。她
的父母都在农业部门工作，经常告诉她：黑龙
江省是农业大省，鸡鸭鱼肉、蔬菜蛋奶，哪样
和别人比起来都只有更好。“生活水平提高
了，我们关注的是绿色健康的地产生鲜，那些
全国运行的生鲜社区团购平台，对于大家来
说，并没有多么高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是，经营生鲜已久的盒马平台，根本就没有进
入本地市场。”就如同五常的大米、阿城的蒜、
兴凯湖的鱼、大兴安岭的山野菜、伊春的木
耳、克山的土豆……这些品牌生鲜，谁有胆量
补贴消费？

42岁的王姓夫妇白天在同济路经营一
个小菜店，早晨在测绘路出早市。老王说，不
管是商超还是摊贩，生鲜的进货渠道都是一
样的，自己有生产基地的开专营店。“那些通
过手机下单买的家常菜，绝不会比我的质量

好，因为我进的菜少，天天凌晨两三点就去批
发，在批发市场，我从来没看到过美团和饿了
么的骑手。”

记者了解到，基于不同网购平台的社区
团购APP，都采用了打折促销的方式招徕新
顾客，有的首单免费，有的一分钱可以买一斤
鸡蛋。但是，首单之后的价格就不一定会比
实体店便宜了。在“多多买菜”社区团购APP
上，销售的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商品都是
明码实价。

13日，记者将上面的部分菜品价格与哈
尔滨市道里区一家大型综合超市里价格进行
了比较。团购APP上架豆角 460克 4.79元，
白菜 8斤 8.29元，圆葱 2斤 2.69元；超市架豆
角1斤3.99元，白菜1斤0.69元，圆葱1斤1.20
元，APP上显示的蔬菜的价格都要比超市的
销售价格贵一些。

价格的差异可能是受到果菜的产地、品
种、新鲜程度、存放时间长短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是否真正的质优价廉，还是要货比三家才
能知道。

柜台看得见实物 质量才是硬道理

四处拉人入伙
团长滥加价

关注社区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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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买菜小程序上消费3次，

两次事后都发来提醒，是说菜送多了，

一次补交6元多，一次补交3元
多，感觉也没那么实惠，所以退了。”13
日，哈市 62岁的“网购达人”刘大娘说，
她使用过美团优选、饿了么、美菜等七
八个APP平台、小程序团购生鲜，最终
都放弃了。而作为生鲜购买主力军的
中老年人，刘大娘只是十不足一的“潮
人”，大多数人都因“对标早市”“嫌麻
烦”“怕套路”等原因，并未选择使用这
样的社区团购平台。

近期，社区团购风波持续发酵，继一些供应商禁止给“严重低

价”的社区团购平台供货之后，人民日报发声：科技创新，别只惦记

着几捆白菜……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吴利红 苏强 李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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