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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
面、抖擞精神，驱使我们不断寻
求。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
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最近，在多个视频平台，哈尔滨多个创
业多年的商家经历了“打假风波”。在黑龙
江餐饮品牌纷纷成为国内行业领军品牌的
同时，还有一些老品牌以及餐饮创业者正在
起步。一家连锁企业的负责人说，以前做餐
饮，主要是对菜品、服务、选址方面下功夫，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已经改变了运营的方
式，特别是适合做快餐的行业。榆林镇筋饼
有历史、有知名度、有政府部门积极推进，而
网上营销、直播带货又为其提供了机会，正
在实现转型。是坚守“老字号”还是打造“新
品牌”，如何维护自身品牌价值，如何借势扩
大影响力？对于想要模仿这些大型连锁的
创业者来说，榆林镇筋饼的发展过程，是值
得借鉴和思考的。

夏日的夜晚，哈尔
滨市道里区景江西路与
群力大道交口附近金河
公园内的音乐喷泉表
演，吸引了近千市民前
来观看。这处东北地区
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
的喷泉“音乐谷”内，水
花随着音乐“翩翩起
舞”，五彩灯光伴着旋律
不停变幻，共同构成了
一幅美丽的画面，将夜
色装点得更加迷人。

下沉式广场里的市
民站得里三层外三层，
每当水柱冲向一百米高
空时，人群中就会传出
呐喊声、欢呼声，大家纷
纷拿出手机拍下精彩瞬
间。

细碎的水花随风四
处飘散，为夏日里的人
们送来一丝清凉。喷泉
表演结束时，人们还久
久不愿散去。

据了解，围观的人
中既有附近的居民，也
有许多开车从很远的地
方赶过来的。市民张先
生家住香坊区，他说，这
处喷泉科技水平很高，
也很漂亮，特意带着孩
子一起来看看，开拓一
下眼界，感受一下科技
的魅力。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今年6月24日，一家起源于哈尔滨的餐饮公司五爷拌面宣布完成3亿元A轮融资，
成为餐饮业关注的热点。继杨国福麻辣烫、喜家德水饺后，黑龙江又诞生一家餐饮连锁
行业领军品牌。

榆林镇筋饼早在20多年前便名声在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被后起之秀纷纷超
越，至今也没有大型的连锁企业出现。近日，记者前往榆林镇进行了走访，了解到榆林
镇正在“解套”，通过网络市场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围绕筋饼正在打造立体经营模式。

在榆林镇的主街路上，最显眼的
便是各个饭店了，虽然招牌的颜色各
有不同，店名也各不相同，但却很统一
地写着筋饼两个大字，筋饼两个字甚
至是店名的三倍、四倍大小。这样的
店铺分布在道路两旁，大约有 50家。
老街筋饼、正宗筋饼、筋饼老店、正宗
筋饼店等字样，让你无法分辨哪一家
才是这条街上的老店，每一家都让人
有跃跃欲试的感觉。

但饭店的生意却没有牌匾那么热
闹，虽然是午饭时间，有榆林镇筋饼作
为招牌，可是能够容纳10多桌的饭店
里只有一两桌客人。饭店老板有的站
在橱窗里不停地向外张望，有的则直
接在外面搭一个遮阳伞，只要有人目
光投来，便不停地招呼，说自己家是正
宗榆林镇筋饼，极力邀请路人进屋品
尝。

现在路过的人不会知道，在20多
年前，榆林镇筋饼名声大噪的时候，这
条街上有 70多家榆林镇筋饼店。一
位店主回忆说：“当时路过的大车司
机、周边的居民、甚至哈尔滨的顾客都
开车到这里来，就为了吃一顿筋饼，别
看当时那么多家店，但饭口还是要排
队，榆林镇筋饼也是那个时候开始逐
渐有名的。”

镇上的筋饼店多是“父一辈、子一
辈”干下来的。49岁的李姓店主说，
她14岁时家里开店，街上的筋饼店大
多存在 20年以上。“如果说到榆林镇
的筋饼制作历史，那就更长了，少说也
有200年。”

“32吨的大型货车拉着的筋饼都不用落
地，就被赶来的代理商分了。早上5点多，厂
房门口就有微商排队等着取货。”在榆林镇，
前店后厂、规模最大的筋饼企业是何旭经营
的小榆树食品有限公司。

何旭说，自己是这里第一个尝试网上销
售的人。“大家都在开饭店的时候，我就想把
筋饼规模化，当时觉得有市场前景，便开了
筋饼厂。本以为借着榆林镇的招牌会容易
点儿，但没想到前期推广太难了。”何旭从哈
尔滨市开始，沿着高速公路，踏查了所有紧
邻高速的地市，想复制榆林镇筋饼成名的模
式，可现实就是一盆冷水，订单寥寥无几。
随后，他又换了一种方式，将制作好的筋饼
免费送，无论是亲友，还是能联系到的商家，
依然没有见到效果，产品销路还是没有打
开。

何旭说：“最难的时候，生产出的筋饼只
能扔，怕镇里的人笑话，用车拉出去几十里
公路，就扔在垃圾站跟路边。当时想不明
白，为何榆林镇筋饼这么受欢迎的品牌，就
迈不出榆林镇这个地方？”

在何旭即将要放弃的时候，一次和微商
的接触，为他迎来了转机。大庆的一个微商

将产品传到自己的销售渠道后，大受欢迎，
随后何旭的小榆树筋饼，在微商渠道里火了
起来，从上门送货变为到产地抢货。

如今，何旭的工厂里，每天都有 70名工
人在流水线生产小榆树筋饼，新装修的饭店
也开门迎客，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就在
记者采访的前几天，何旭与知名网络主播达
成了战略合作，在网上销售自己的产品。何
旭的成功也让榆林镇看到了新机会。

王永波告诉记者，目前榆林镇除了何
旭，把餐饮改成生产厂家的还有4户，都拥有
各自的品牌。“我们两个副镇长几乎天天晚
上泡在直播间，推广我们榆林的筋饼，目前
来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网友对产品的认
可度比较高。”

在当地一家生产企业，记者看到工人正
在给订货的网友发快递，几乎一秒钟贴一个
快递地址，打印机不断地在出新订单。这家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份筋饼 20张，每张
销售价不到 1元，低温能够保存 15天以上，
网友购买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收益要比
开饭店明显增加不少。“我们有的工人月收
入能接近9000元，工资比当饭店服务员翻了
倍。”他说。

工艺入选省级非遗项目
为何走不出
知名连锁品牌？

虽然辉煌过，但是榆林镇筋饼的品牌
发展却逐步被其它餐饮超越。“我们榆林
镇筋饼的制作工艺，现在已经入选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也有原产地标志。其
实一直在努力发展筋饼产业。但确实到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连锁品牌。”榆林
镇负责筋饼产业发展的副镇长告诉记者，
外界很多人认为，榆林镇筋饼可能比较
散，没有统一化、标准化的模式，是一种误
解。他介绍说，榆林镇此前为了发展成立
了筋饼行业协会，从筋饼的用料、大小、制
作工艺等，都进行了标准化的规定，改变
了原来产品杂乱无章，家庭作坊的问题。
他们希望通过标准化、规模化，让榆林镇
筋饼能够复制大型餐饮的运行模式，走出
榆林镇、走出黑龙江。

同时，为了丰富产品类别，榆林镇前
几任领导也做了其他的尝试，比如除了筋
饼外，还对配菜进行半成品、成品深加工，
但后来发现，由于购买人加工方式、运输
途中保存不当等原因，菜品没有达到设计
的预期，甚至影响了榆林镇筋饼的口碑，
最终放弃了“筋饼+配菜”的模式，专一发
展筋饼。

“其实，无论是杨国福、喜家德还是五
爷拌面，这种餐饮连锁模式很适合榆林镇
筋饼，也可以作为快餐的模式直营，或者
加盟方式扩大榆林镇筋饼的品牌影响力，
但是商标使用目前是最大的制约。”榆林
镇镇长王永波说，在 20多年前，榆林镇筋
饼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有合作的商家注册
了榆林镇筋饼的商标，而镇里的餐饮企业
需要使用时，就需要与商标持有人协商，
成为制约连锁品牌发展的瓶颈之一。

另外，榆林镇一些饭店在过去 20多
年的经营过程中，自己也沉淀了一些品
牌，加上商标的制约，变成了两种经营方
式的分化：在榆林镇内的餐饮企业多数以
榆树筋饼为招牌。榆林镇以外区域餐饮
企业只使用筋饼 2个字。“在设计规模化
发展的时候，我们也曾想过打造统一的筋
饼品牌，放弃榆林镇字样，但从市场实际
反馈情况来看，大家对榆林镇品牌认可度
很高。”王永波说。

借力微商+直播 榆林镇筋饼在网上“活了”

筋饼引发的思考 用互联网思维打破地域局限

名声在外几十年
榆林镇筋饼饭店生意
怎么冷了？

榆林镇筋饼 网络

社区团购
你会成为团长“韭菜”吗？

6 月 20 日晚，哈尔
滨市道外区龙淼超市
的店主一边无聊地刷
着手机，一边向门口张
望着，想知道下一个顾
客什么时候进来。7个
月前，她刚成为社区团
购团长时，即便是晚上
10点甚至11点，都会有
顾客来取团购的果菜、
生活用品。每向团购
群里发一条产品推荐，
便能换回来几十个订
单。“但现在好时候过
去了！团购群里除了
有人频繁发广告外，一
星期能够有几个订单
就不错了。”她说。

此前，市场监管总
局针对社团团购的相
关违法违规情况，对十
荟团处以 150万元顶格
罚款，并责令停业整
顿。橙心优选、多多买
菜、美团优选等社区团
购平台，也在今年 3 月
纷纷受到市场监管总
局的处罚。在社区团
购降温的同时，团长此
前建立的购物群和被
聚集在一起的用户，又
成了一些商家的新目
标。

在哈市南岗区，记者遇到了某平台的送货
员小宋，他手里拎着 7个袋子，送到团长的店
里。

小宋说：“现在生意比以前要冷清多了，你
看看这一个团长才送了 7 件货，用手拎就行
了。这要是在以前，我们这货车都是满载，要
用推车才行。现在每个团长大约都订 10 多
件，30多件的都比较少见了。”

接货的超市经营者赵女士，指着一个塑料
筐告诉记者，从三四月份开始，在平台上团购
的人就少了很多，每天大约也就 10多件。订
单降低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平台补贴的价格
优势变小了，特别是生鲜的价格跟实体店、市
场差不多，新鲜度还不如直接购买的好，所以
用户购买意愿降低了。同时给团长的返点也
调整了，团长推介的积极性也不高。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10余位社区团购的团
长，他们的经营情况也比较类似，主要表示现
在居民更愿意到早市或身边的生鲜超市购物，
团购的反而不多。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购
买量或许还能增加一些，团长们分析说。

此前货车满载 现在连推车都不用

社区团购降温了
“其实做了一段时间的团长挺好，我现

在就有4个微信群，里面都是500人，之前是
做社区团购，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情群。”经营
一家超市的孙静（化名）在接受采访时，反复
提到了“客情”这个词。

孙静说，之前自己做超市的时候，虽然
是品牌连锁，但同一个小区还有4家超市，所
以竞争特别激烈，有时候连日运营费用都收
不回来。社区团购开始后，自己代理了三个
渠道商的团长。随着顾客增多以后，她特别
在意和顾客多交流，提供各种可能的服务，
积累了很多客源。

“现在大家在团购平台购物的不多了，
逐渐就变成了我超市的客情群，这一年多下
来，为我沉淀了大概1000个稳定客户。别看
我的店规模不大，但营业额肯定是周边最大
的。”

夏周曾是松北区某社区团购的团长，最
近两个月也变身成为水果代收负责人。她
说在日常做团长的时候，发现团员购买新鲜
水果的比例特别大。随后自己改为水果团
购、代购，负责给周边几个小区送货上门，此
前团购的团员 80%以上都留在群里，成为我
自己的顾客了。

几位社区团购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约有 60%的团购群消费者转变成了团
长的消费者，团长也在通过各种渠道选购低
价产品，提供给自己的团员，希望借此将消
费者转化为自己的客户。有的依托于自己
的实体产业，有的则是专职进行群营销。

低价引客 团长重情分

积累千余稳定客户

据了解，在团购热潮过后，现
在又兴起了以各种微信群为载体
的“小社区经济”，但这里也成为
低价产品倾销地，临期食品、临期
产品、代理网上产品也是顾客投
诉比较集中的地方。

消费者孙女士就遇到了问
题，她在此前一个团长的群里购
买了价格 800 多元的进口水果，
但送达后发现已经腐烂，而且水
果个头与群主推送广告内容明显
不符。可当她提出要换货，想要
维权时，瞬间就被移除群，微信也
被群主拉黑。因为没有其他联系
方式，最后只能自认吃亏。孙女
士说：“之前有团购平台的时候，
还能线上发起投诉，但这种转为
个人群的，维权确实太困难了。”

对此，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
事务所李宁律师提醒，遇到这类
社区团购消费纠纷，一定要注意
证据保全，购买记录、微信聊天记
录、付款记录、照片等可作为证据
材料，向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投诉，也可以拨打 12315 消费
者投诉热线维权。如果涉及金额
较大，在调解未果情况下，可直接
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小社区经济”开始火热

不应成为
监管空白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滕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国玉

团
长
收
益
明
显
下
降

团
购
群
成
广
告
群

果
蔬
新
鲜
度
不
如
商
铺

清
凉
夏
夜
高
科
技
喷
泉
点
亮
夜
空

□

文\

摄

黑
龙
江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苏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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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镇主街路上榆林镇主街路上““正宗筋饼店正宗筋饼店””
字样随处可见字样随处可见。。

工人正在清点筋饼数量工人正在清点筋饼数量。。

喷泉全景喷泉全景。。

许多市民来到这里观赏喷泉许多市民来到这里观赏喷泉。。

景色很美景色很美。。

喷泉彩灯交相辉映喷泉彩灯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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