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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 岳 □ 王紫茜

6月14日，2024年欧洲杯在德国正
式揭幕。这场体育盛宴，不仅让绿茵场
上的竞技热情高涨，也带动国内夜经济
逐渐升温。各大餐饮品牌和商家纷纷
瞄准这一商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服
务和促销活动，让球迷们在观看比赛
的同时，也能尽情享受美食带来的幸
福感。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应建立多
方参与机制，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
协同合作，以更好地发展体育夜经济。

欧洲杯点燃夜经济
冰品冷饮外卖量环比增长100%

2024 年欧洲杯激战正酣，球迷们
的热情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也带动了
夜经济的发展。饿了么数据显示，欧
洲杯开赛以来，0—4 点间的外卖订单
量环比增长 30%。尤其是德国队开启
的首场揭幕战，直接拉动 6 月 15 日凌
晨 2—3点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 32%。

球迷小张告诉记者，“由于时差关
系，欧洲杯的大多数比赛都只能在深
夜观看。我有时候要熬到后半夜，饿
了就会点外卖来满足自己作为‘夜猫
子’球迷的口腹之欲。”

记者注意到，消费者选购的外卖
种类十分多元，其中冷饮、啤酒、水果
等商品的购买量有着显著增长。具体
来看，6 月 15 日至 17 日，饿了么平台
上夜宵时间段内冰品冷饮的外卖量环
比增长 100%；运动饮料、啤酒、预调配
制酒则分别增长 60%、50%和 42%；荔
枝、桃子、西瓜、杨梅等应季水果的夜
间订单均环比增长超过 150%。

除此之外，热门夜宵美食也迎来
增长。开赛第一个周末，钵钵鸡、港式
火锅、牛肉饭、卤煮、烧烤、鸡架、螺蛳
粉等多品类订单量在饿了么平台上均

环比增长 30%；年轻人必备的奶茶和
咖 啡 夜 间 外 卖 量 也 环 比 增 长 超 过
20%，这背后离不开女性球迷消费的
增长。据悉，欧洲杯开赛后，夜间订单
中女性球迷的占比提升。尤其在凌晨
订单中，女性消费者的外卖订单量明
显高于男性消费者，分别环比增长
32%和 25%。

餐饮品牌、商家齐发力
“深夜食堂”受关注

随着欧洲杯赛事的激情上演，各
大酒店、酒吧、音乐餐吧、烧烤店等纷
纷瞄准这一商机，积极发力夜经济，为
球迷们营造了丰富多彩的夜间观赛体
验。

记者看到，北京凯宾斯基酒店推
出了“欧洲杯足球狂欢夜”活动。酒店
内不仅设有沉浸式巨幕观赛设施，让
球迷们仿佛亲临现场，还搭配了自酿普
拉那啤酒、德式咖喱香肠等美食，让球
迷们在享受比赛的同时，也能品尝到地
道的德国风味。

除了酒店，酒吧和音乐餐吧也成为
球迷们夜间消费的热门场所。上海森
贝格啤酒花园餐吧推出欧洲杯看球赛
消费活动，据悉，这里不仅有德国风情
的啤酒花园，还有温馨舒适的室内用餐
区。比赛期间，餐吧推出欧洲杯套餐，
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美食需
求。

当然，夏夜也少不了烧烤的陪伴。
记者了解到，多家烧烤店纷纷推出欧洲
杯夜宵服务。其中，山东莒国古城烧烤
街备受关注，成为球迷们狂欢的天堂。
只见炭火在烧烤摊前欢快地跳跃着，餐
桌上的美食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球迷
们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畅饮着冰凉的
啤酒，眼前的大屏幕实时播放着欧洲杯
赛事，紧张刺激的比赛画面与现场氛围
相得益彰。

此外，一些商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挖掘欧洲杯比赛期间的夜经
济潜能。例如，通过直播电商等方式，
展示店铺的特色美食和夜间活动，吸引
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参与。

以赛事为媒
持续激活夜间经济

近年来，体育赛事与夜经济的结合
愈发紧密。不少城市通过举办比赛，激
活了夜间经济。而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
体育夜经济，成为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此，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教师
李乐虎认为，体育夜经济的发展不仅需
要国家的大力支持，更需要社会与市场
的良性互动，“第一，强化制度供给，提
升政府‘放管服’能力。‘放管服’即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府应针对
体育夜经济的发展需要持开放态度，同
时将实际管理变成实际监督，对参与体
育夜经济的企业做好监督工作；第二，
强化夜间体育的消费管理，提升服务水
平。一方面，要建构良好的服务环境，
完善晚间体育消费服务的基本流程。
另一方面，强化对失信行为的监管，建
立完备的投诉-处理-反馈机制，加强晚
间体育消费行为的诚信监管。”

“发展体育夜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
或团体可以独自承担的事情，需要政
府、市场和社会广泛参与。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多元主体
的协同合作已然成为倒逼政府实现创
新性治理的重要抓手。因此，要建立体
育夜经济的多方参与机制。首先，政府
要针对体育夜经济展开市场调研。做到
帮扶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适当放
宽引进条件，提升市场的积极性。其次，
政府需让利于市场。将传统的治理结构
转变为横向治理和多元治理，给体育夜
经济的经济主体充足的盈利空间。第
三，应拓宽群众的参与渠道。体育夜经
济的消费主体是群众，建立群众对夜晚
体育消费反馈的渠道，既可以为体育夜
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政府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业内人士表示。

欧洲杯“点燃”体育夜经济
本报记者 卢 岳 □ 王鑫坤

现今，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往往习惯先打开手机查看餐馆的
评分或星级。然而，不少餐饮商家为维持自身热度，会采用赠送小
吃或饮料、打折扣等方式，诱导消费者为店家评高星、打高分。在诸
多乱象的背后，更有一条完备的产业链，能在短短数月间打造出“明
星”餐厅。

记者看到，此前，“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5分饭店”话题引起广泛
争议，其原因在于一些商家罔顾市场规律一味刷取好评，导致评分
存在水分。近期，记者接到多位消费者投诉称，部分高分商户依旧
存在“刷好评”的现象。

商家“狂刷好评”餐饮市场乱象丛生

“我在Wagas沃歌斯（北京国瑞城店）吃下午茶简餐的时候，工
作人员告诉我，晒好评就可以换一块蛋糕，大家就每人都领了一
块。”北京消费者卢女士说。记者了解到，这种诱惑顾客打好评的现
象并不少见。24岁的上班族李沛霖也表示，他曾在一家 4.6分（满
分 5分）的“温野菜涮涮锅”遇到过此类问题，“我和朋友们正在享
用自助餐，服务员走来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写五星好评加一份限选
肉。”

记者走访多个商场发现，不少知名商家都有送菜赠饮的“刷评”
活动。其中，主要以“打卡收藏+真实评价”形式呈现。例如，巫山烤
鱼、铜锅蛙蛙叫、王婆大虾、麻六记等等。“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潜规
则就是为了拿赠品一般都会给好评，但是如果特别难吃的话，也会
在后期补加差评。”李沛霖补充到。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消费者在外卖餐点中偶尔会发现一种“好
评返现卡”。“我曾多次在外卖包装袋里发现这些小卡片，上面一般
会写着‘晒图分享评论即可领取 3元现金’等内容。”打卡爱好者季
帅指出，这种情况不给打五星审核是不给返现的，“有一次因为菜品
不好吃，我给打了四星截图给商家后，他们表示，真实评价就是要

‘给五星’，不可能花钱买四星的。”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设置评分系统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消费者识

别餐厅的质量，便利消费者作出就餐选择，推动不同餐厅之间健康、
公平竞争，而不应演变为商家牟利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
家想方设法刷取虚高评价的行为，是被法律明令禁止的。《电子商务
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
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追求“评分至上”产业招致不良习气

“各餐饮商家刷好评现象愈发普遍，其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当
前消费者对于线上评价的高度依赖，使得店铺的评分及评价直接影
响到其吸引顾客的能力。因此，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商家们纷纷寻求各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线上评价，从而营造店
铺的‘优质形象’。然而，这种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产业
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示。

记者看到，在小红书平台，教授店家如何引导消费者评价的文
案比比皆是，诸如“挑战十五天成为商圈第一”“怎么正确引导好评
才不会被处罚”等等。“在‘好评至上’这种社会风气下，‘如何刷好评
’更成为了一门‘学问’。一些商家选择绞尽脑汁学习，一些则直接
交给他人代为管理。”行业专家谈到。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有一条较为隐蔽的产业链，专门孵化打造
高分高星级的餐饮门店。这些产业链的主力军，即为“代运营”公
司。记者在淘宝平台以“评价星级”“五星评价”为关键词，搜索到了
数十家“代运营”公司。据悉，此类公司主要提供一站式运营服务，
通过五星门店包装、商户通包装、反差评体系等服务版块帮助商家
进行内容运营，提高消费者到店转化率。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典型案例披露，伍某经营的食味先（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食味先公司）系一家代运营公司，其通过刷虚假交易、虚假好评等
方式帮助大众点评平台内经营者快速提高评分、星级，以获取平台
流量。汉涛公司（大众点评运营方）以食味先公司的前述行为构成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结果如下，法院一审判
令伍某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27880元。

唤回“真实评价”行业发展逐步回稳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家‘刷评分’之所以能成功并广泛应用，是抓住了消费
者的‘弱点’。”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管是送东西也
好，优惠也好，都是一种人情分，人家给了你一点利益，你就要有点回报。”他补充道，
但是这种评分灌水行为影响了很多人的判断，从而导致评价愈加失去价值，“消费者
应当回归理性，在消费体验的基础上做出客观评价，而不是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顾客的评价是一面镜子，能让商户直观地发现自身不足，不断提升经营水平
和服务质量。评价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能让顾客有个合理预期。归根结底
商户还是靠的质量，虚假的评价只会带来反噬，陷入恶性循环。”江瀚表示。

记者注意到，由多平台参与、美团制定的《商户评价诚信管理办法》已于日前
发布。文件指出，商家或店员刷好评、小号刷好评、网上雇佣刷好评、利益诱导刷
好评等刷好评行为是平台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一旦违规，平台将根据商户违规
行为的情节恶劣程度，扣除2-9分不等的商户评价诚信分，并根据不同累计分值
进行处罚，包括商户星级隐藏、排序降权、商户页公示、清空历史所有评价、APP统
一公告等不同处罚措施。若累计扣达12分，平台将永不收录商户。

6月17日，为调查上述管理办法落地情况，记者致电了大众点评及美团的客
服人员，并将上述店家问题进行了投诉。他们表示，平台设置了专门的评价回访
部门，会持续监管商家评论区，如遇不合理评价或消费者举报会立马着手处理。6
月18日，记者接到美团客服回访，被告知涉事商家已被扣分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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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 岳 □ 王琦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末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超2.96亿，预计到2035
年，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将达到5亿人。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银发一族的
健康养生需求日益突出。近日，记者在社
交媒体与电商平台上看到，中药茶饮、老
年零食等健康休闲类食品备受老年消费
群体的青睐。

药食同源
中药茶饮成银发养生新宠

以茶为名、以药为用，记者发现，中药
养生茶饮以其独特的药食同源属性和健
康功效，正悄然成为银发族养生的新宠。

据统计，中国茶饮市场在过去十年实
现了快速增长，从2015年的422亿元增长
到2023年的1498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
破2000亿元。今年2月，泰升药业旗下的
滋补品牌旗修堂以“福天官”这一子品牌强
势入局，计划年内遍布全国，开设超过百家
门店，积极抢占中药草本养生茶饮市场的
先机。与此同时，同仁堂、浙江省中医院和
国药集团等传统中药企业也纷纷涉足这一
领域，推出了一系列中药茶饮产品，共同掀
起了一场中药养生茶饮的浪潮。

记者发现，电商平台内热销的中药茶
饮产品包括菊花枸杞决明子茶、北京同仁
堂的“胖大海罗汉果枇杷茶”与各种创新
型“中药奶茶”，售价在50元到200元不
等。针对老年人的不同健康需求，许多个
性化的茶饮应运而生，如降调血脂的牛蒡
苦瓜菊花茶、舒筋活血的“老年人三通

茶”，调理中老年消费群体的掉发、温气、
焦虑、失眠、脸黄、上热下寒、上火、嗓干、
气色差等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药茶饮不仅
因健康功效受到欢迎，还在于其能满足老
年消费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需
求。80岁的沙爷爷告诉记者，“每当喝起
中药茶饮，我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奶奶
在厨房里为我熬药，那份浓浓的亲情让我
倍感温暖。”

老年零食
基于美味与健康的双重需求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
的消费需求日益凸显。零食，作为日常饮
食的重要补充，在老年群体中呈现出其独
特的价值。

在电商平台上以“老年零食”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蒸烤起酥烘焙类点心尤为受
欢迎，如经典的老式桃酥、香醇的新疆烤
奶皮、酸甜可口的东北山楂酥、甜蜜诱人
的蜂蜜枣糕、酥脆可口的沙琪玛以及营养
丰富的猴菇饼干等。一款名为“驼奶山药
猴头菇沙琪玛”的商品以“温和调养、以养
代治、软糯易嚼”为宣传口号，主打无蔗糖
添加的健康理念，宣称能“3倍养胃”，备受
老年消费者喜爱。

在评论区中，许多子女为父母选购了
老年零食。“我经常为父母买一些低糖、低
盐的零食，尤其是他们喜欢的果干和无糖
饼干。”王女士告诉记者，零食不仅满足了
父母对美味的追求，同时也符合对健康饮
食的期待。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赖阳认为，孝心经济对银发消费市场

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为父母购买老年
零食正在成为重要的消费场景。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老年消费者
将味道与口感作为选择零食的第一标准，
当美味的零食同时具备某种“养生”功能，
更能赢得老年人的青睐。除此之外，许多
中老年人还有特殊的饮食需求，如斋戒、
素食、过敏等忌口。65岁的金奶奶告诉记
者，老年群体也有“口腹之欲”，喜欢吃香
甜可口的小零食，但为了健康考虑，她会
选择“养胃沙琪玛”“养肾黑五谷”“无蔗糖
半熟芝士”等低蔗糖、无添加的健康食品，
既能吃得开心，也能吃得放心。

“当下银发群体的两大核心需求即健
康与口味，二者缺一不可。”银发经济从业
者及研究者边长永认为，老年消费者特别
注重产品成分的天然性、无添加、低糖低
盐，以及食品的功能性，如富含维生素和
膳食纤维。此外，老年人也更重视品牌信
誉，他们倾向于信任传统老字号品牌。

洞悉老年消费痛点
定制适老化产品

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银发消费
群体逐步成为休闲食品市场关注的焦
点。众多企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市场变
化，纷纷开发适老化产品和服务，力求在
这一新兴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记者获悉，近年来良品铺子凭借对市
场的深入洞察，精准定制了包括银发族、
孕妇、儿童等在内的多条产品线，推出了
多款功能性零食产品；老字号品牌如北京
稻香村、知味观、杏花楼等也积极创新，推
出了低油款零食，进一步丰富了适老产品

线；旺旺自2019年进军银发市场以来，推
出了“爱至尊无糖奶茶粉”等满足老年人
营养补充需求的产品；农夫山泉更是关注
到老年脑健康领域，推出了含锂饮用水
……

然而，记者也注意到，在抖音、拼多多
等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夸大养生效
用、配料表成分不明的低价“三无”食品品
牌。由于老年人对配料成分不敏感，很容
易被低廉的价格诱惑，因此有着潜在的健
康风险。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认为，适老化零食与茶饮无疑将成为休闲
食品市场的新增长点。然而，当前银发经
济市场仍面临供给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等挑战。市场上能够同时满足老年人
口味、营养需求和健康标准的优质产品仍
较为有限，部分商家在产品宣传上存在误
导消费者的情况，需要行业共同解决。

“银发消费市场不仅是企业寻求新增
长点的蓝海，更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关键所在。”品牌管理专家伍岱麒强调。
她建议，企业应继续深入研究老年消费群
体的需求，通过质量认证和专家推荐建立
品牌信任，开发更多定制化的适老化产
品；同时，加强市场推广和宣传，让更多优
质产品为老年人所熟知和接受，共同推动
银发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

伍岱麒还建议，消费者在选择银发食
品时，应注意选择有保障的大品牌和经过
质量认证的产品，避免受到低价诱惑。同
时，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应加强对老年食品
市场的监管，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保障
老年人的健康权益。

聚焦健康养生 银发休闲食品消费成蓝海

本报记者 丁新伟 □ 张 楠

屋外倾盆大雨，屋内饭菜飘香。下
午五点，当最后一份热腾腾的盒饭送到
安置老人的手里，吴雪娟终于能休息几
分钟。从凌晨3点外出采买食材算起，她
已忙碌了近14个小时。但休息也只是片
刻，随意吃口晚饭，她又要和村里其他党
员志愿者一起去巡查地质灾害点。当日
雨量，还未减弱。

自6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进入梅雨

季节以来，最大小时雨强就落在了建德
市下涯镇大洲村一带，达72.1毫米。大
洲村是一个典型河谷山村，两侧是陡峭
群山，村庄沿着大洲溪集聚。连续暴雨，
随时都有触发山体滑坡的风险。

雨势虽强，但没有打乱大洲村的“阵
脚”。6月20日起，大洲镇村两级干部及
党员志愿者们就启动了转移安置工作，截
至25日已转移安置36名涉险群众。作为
村委成员之一，吴雪娟及其它6名党员志
愿者主动认领了安置点的保障任务。

记者了解到，大洲村转移安置的群
众大多都是60岁以上老人。他们的每日
三餐、生活起居都是吴雪娟忙碌的重
点。“老人们口味不一，有些还患有慢性
病需要控制饮食。所以我每天都会去建
德城区的农贸市场买菜，尽可能多做几
道菜。”吴雪娟轻描淡写一句话，背后却
是每天至少花费数小时。为赶回安置点
做早餐，她每天必须在6点前完成当日所
有食材采买，并回到村里。

记者看到，当晚的餐单里有西红柿

炒鸡蛋、红烧肉、清炒西葫芦、小炒肉等
四五道热菜供老人选择。有的老人甚至
用手机把每顿饭菜拍给外地工作的儿子
看，并得意说：“看！我在村里吃得多好。”

虽然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但换回老
人们开心的笑脸，吴雪娟觉得一切值
得。“我们都是村里长大的，这些老人都
是长辈，他们能平平安安、吃好喝好，我
们年轻人辛苦算不上什么。”

事实上，在防汛保障的队伍里，吴雪
娟不是个例。近来建德市迎来多轮强降
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

“汛”而动、冲锋在前，与风雨搏击、与险情
赛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暴雨突袭杭州建德山村 防汛保障彰显温暖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