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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制菜成为年货
今年春节期间，预制菜成为了

大家关注的焦点。随着“80 后”“90
后”成为家庭主力，他们开始接手置
办年货、成为过年期间的“掌勺者”，
简单易操作的预制菜成为他们的心
头好。

“今年回家前，我在网上购置了
3000元钱的预制菜作为年货带回家，
既省去了该带什么年货回家的烦恼，也
免去了春节期间做饭的麻烦。”家住河
南省周口市商水县的李波云女士告诉
记者，“我家距离镇上有20分钟车程，
买东西不太方便。尤其夜宵，不像城里
能点外卖，只能自己做饭。预制菜解决
了所有麻烦。”

除夕前，山东省青岛市的李柯先生
在电商平台下单一份预制菜套餐作为
年夜饭，包含金汤花胶鸡、佛跳墙、吉品
鲍等。他告诉记者：“预制菜要比饭馆和
外卖便宜很多，操作起来又方便，摆在
餐桌上也美观大方，味道比自己做的更
好吃。”

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3年中
国新春礼盒消费者行为洞察报告》显
示，预制菜首次成为中国消费者新春礼
盒十大选择类型之一，有26.91%的受
访用户选择购买预制菜作为年货。

谁在消费预制菜？
一直以来，一二线城市消费者对预

制菜需求较高。然而，今年在小城市和
县乡地方，预制菜也在抢占餐桌。

艾媒咨询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
的预制年菜消费者中，25.6%消费者分
布于一线城市，25.6%消费者分布于新
一线城市，25.9%消费者分布于二线城
市。也就是说，有22.9%的消费者分布
于三线以下城市，可见下沉市场的消费
者对预制菜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因三
线以下城市、县乡市场的消费者对价格
敏感，热衷对产品进行比价，追求性价
比，预制菜相比饭店、外卖要实惠很多，
不仅能提供好的品质，同时降低了饮食
成本。未来，预制菜在下沉市场中也会
有一片新天地。

同时，在日常快节奏的生活中，年
轻人生活中做饭场景越来越少。对于年
轻人而言，商家能提供服务，自己就尽
量不动手。于是，预制菜成为了许多年
轻人的首选。

虽然当下预制菜正在如火如荼地
争上餐桌，但从整体市场情况来看，国
内预制菜市场仍集中在团餐、快餐、连
锁餐饮等要求短时间大量出餐的领域，
普通消费者购买的预制菜仅占这个市
场的20%，仍处于早期阶段。

预制菜或成为大趋势
记者搜索发现，春节假期虽已过

去，但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预制年菜
的销售仍持续火爆。在京东平台每日
更新的预制海鲜菜总价榜上，销售前
十的均为不同品牌的佛跳墙，榜单第
一名在近15日内售出超1万件，其余
商家也均售出超5000件。在肉禽菜肴
预制菜总榜中，各商家近15日均售出
超5000件。

预制年菜走俏，是预制菜行业风
头正盛的缩影。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9年-2021年，我国预制菜
的市场规模从2445亿元增加至 3459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18.94%。2022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4196 亿
元，同比增长21.3%。预计2026年我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到10720亿元。

政策利好，也为预制菜产业发展
注入“强心剂”。2023年，预制菜被
写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文件提出，要“提升净菜、中
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山东、广东、
福建、河南等多地政府随之响应，密
集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预制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

国标即将出台
预制菜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争

议始终不断。
颜斌斌在北京市前门大街经营了

近30年的饭馆，他告诉记者，他的饭
店中就有一部分是预制菜。但现阶
段，部分消费者仍认为预制菜是“科
技与狠活”的产物，对其安全性和健
康产生疑问，抵制预制菜出现在餐桌。
同时，预制菜还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
部分品牌会有分量不足、口味一般、菜
内有异物、菜品过期等问题。他表示，预
制菜行业将成品和半成品从餐厅送到
消费者的餐桌上，从大环境来看的确有
广阔前景，但行业要长远健康发展，必
须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教研室教授陈波认为，无论
从保障食品安全，还是从保障营养角
度来看，都应当加快制定预制菜行业
统一国家标准规范，做好规章制度的
建设，规范好企业的准入门槛，让预
制菜企业能有法、有标准、有规范可
以遵循。同时，要做好企业的培训和
指导工作，帮助企业依法合规生产加
工和经营预制菜。

据记者了解，今年1月，预制菜
国标报送稿已经出炉，最快半年内便
会有结果。其中最大的亮点是禁止添
加防腐剂，同时必须冷链运输，此举
将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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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网上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一个
普遍的现象，但平均年龄60岁的带货
主播您见过吗？

重庆市涪陵区蔺市街道的五四
村，户籍人口 2300 多人，常年在家
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
人占到60%以上。从去年夏天开始，
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80
后”村党支部书记张路的带动下，平
均年龄 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
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
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春
节期间，网上集市也卖了不少土特
产。

在五四村每周一次直播卖货的日
子，村民们一大早就背着自家的农产
品，赶往直播地点。除了本村村民，
好多外村的听说有帮忙直播卖货的，
也从远处赶了过来。

直播点在五四村一处名叫高坎
子的土屋前，张路和直播团队，调
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
好了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
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
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上午10时左右，直播正式开始，
张路和搭档古佳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
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
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在
张路的辅助下，一位村民家的4斤干
辣椒，很快被抢购一空，紧随其后的

黄豆、葛根粉等，也非常受欢迎，甚
至有点供不应求。一直忙到了中午12
时，直播才结束，张路和古佳燕团队
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
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古佳燕
团队完成。

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
有产业，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张路
一直琢磨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
产卖出去。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
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
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张路说：“我的初衷就是想把这个
地方推出去，当然肯定需要流量进
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这
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村子才能火起
来。”2022年上半年，张路发现社交
平台上一个名叫古佳燕的人，也在镇
上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
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佳燕合作的想
法。“我之前是在街道里边的蔬菜市场
卖菜，他到菜市场里边去找了我们好
多次，然后他就说，家乡里边的那些
产品，想方法给他带出去，他说我们
可不可以合作。”古佳燕说。

2023 年夏天，五四村的网上集
市正式开始，用古佳燕的账号和团
队，给五四村做公益直播，时间定
在每周的周五，没想到，村里老人
家出马，镜头前质朴的卖货方式让
很多网友感觉新鲜又亲切，五四村

的土特产一上架就有买家下单，一
来二去，网上集市的公益直播就持
续下来了。五四村本村的土特产不
够卖了，张路干脆联络周边的村干
部，鼓励更多村民来五四村的网上
集市组团直播卖货。

“我们村子里面东西比较少，肯定
还是需要其他村子到我们这里来卖，
我们账号一般也是一个星期开一次直
播，这样子的话，其实货已经供不上
我们直播时候网友们的需求了。”张路
说。张路和古佳燕团队已经帮助五四
村以及周边村子的村民，销售农产品

4400 余单，销售金额近 90000 元。
“去实实在在解决农户遇到的问题，他
们家里边那些闲置的可以卖到钱的农
产品，把它们销售出去，也同样给他
们增加了一份收入，这也是作为一个
村党支部书记应该去做的事情。”张路
说。

眼下，除了帮助村民们网上卖
货，五四村还有4000多亩农田的高标
准改造工作正在推进，有了这些基础
设施的改善，未来，村民们的土地收
入来源也将更多元，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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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特产上“云端”60岁也能做“带货主播”

今年春节，你吃预制菜了吗？
春节期间，不少家庭都选择了省时省力的预制菜，这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辩论。部分网友认为，每年过年一大家子

做那么多菜累人，用预制菜反而轻松很多。但也有人表示，吃预制菜意味着失去了年味，并对其品质和健康问题有所担
忧。那么，当预制菜成为年货，你能接受吗？目前，预制菜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完善？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