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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进阳 文/图

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我市各行各业陆
续复工，餐饮业也随之而动，饭店老板们带
着不同的情怀，执著于这一桌桌美味佳肴，
在做好抗疫的同时，期冀守得餐饮市场的云
开疫散。

老板客串保安节约成本

位于市区建设路西段的中档酒店大秦
宴是2019年 10月份才开业的。开业后，因
其独特的西北风味而火爆。特别是春节前
的一段时间，想在此就餐要提前一天预订房
间。春节前房间已经预订到了农历正月初
十，但因为疫情，酒店从大年初二起关门歇
业。直到接到复工令，才重新开门迎客。

5 月 10 日晚上 7 点，大秦宴门口。“倒
倒，再倒点儿。”老板周启航正忙着给顾客指
挥倒车。“没办法，为了节约成本，只能自己
来了。”他笑着说道。

周启航虽然只有29岁，但已在商界打
拼了好些年。“爱瞎跑，也没想着发大财，有
个稳定的生意能养家就行。”周启航说，他早
几年做建材生意，手里有了积蓄，就考虑能
有个稳定的生意，便决定搞餐饮。2019年
初，他到全国各地考察，最终选择加盟了西
北风味的大秦宴。

“刚开业生意很不错，没想到赶上了疫
情。”周启航说，员工们也要赚钱养家，刚开
始复工他让员工轮流上班，保证大家都有薪
水拿。进入5月份，生意逐渐好转，就开始
全员上班。目前，饭店每天晚上能保持在10
桌左右，生意能维持，但盈利不多。

对于目前饭店的经营状况，周启航并不
焦虑。他说：“我现在还年轻，经得起折腾，
慢慢来呗，相信会越来越好。”

赔本也得让工人拿工资

5月 10日晚8点，位于凌云路上的三禾
坊内，一楼大厅只有三五人围坐一桌就餐，
二楼听起来挺热闹。老板李淑娜是一位热
情的大姐，楼上楼下跑着招呼客人，看样子
来就餐的都是熟客。

“我们饭店菜品属于江南菜系，吸引了
不少回头客。”李淑娜说，这段时间若不是老
顾客照顾生意，赔的更多。饭店3月中旬复
工，一开始只走外卖，每天都是赔，没办法，
员工们有车贷房贷要还，还要养家，赔着也
得开业。

为了让顾客放心用餐，吸引更多顾客到
店，李淑娜每天都会把饭店消毒的视频发到
朋友圈，还更新了菜品，推出优惠活动。

“进入5月份，特别是五一假期期间，生
意明显好转。”李淑娜说，现在每天能卖几千
块钱，差不多能维持下去。希望餐饮市场能

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

街头小餐馆冰火两重天

相比于中高端酒店，小餐馆的经营情况
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5月11日中午，
正是午饭时间，街头小餐馆的经营情况差别
很大，有特色的老餐馆生意很火，而更多的
小餐馆则冷冷清清，有的甚至关了门。

位于曙光街西段的郑记饸饹面馆门前
停满了电动车、自行车，更有不少外卖小哥
进进出出。隔着玻璃就能看到，里面就餐的
人不少。

“来五大碗，一碗不要香菜。”听到报饭，
吧台大姐开始打单子，打完单子又忙着给顾

客打凉菜。“生意不错呀，这一天不少卖吧。”
吧台大姐一边忙一边说：“还行吧，五一假期
人多，这两天又少了。以前我们一天能用掉
4袋多面，现在一天能用3袋。我们店有30
多年了，都是老顾客。”

5 月 11 日晚 8 点，为民街闫记烩面店
大厅里坐满了顾客，里屋雅间传出划拳
声。

闫记烩面是一家夫妻小店，也有近20
年的历史。虽几经移址，但老顾客不散。老
板在后厨忙着做烩面，老板娘李海霞在前台
招呼客人。“咱这小本生意，经不起折腾。也
就这些天生意好了，前一段除去本钱不落
啥，员工都没敢用。生意好转了，这才叫来
一个员工帮忙。”李海霞说。

我市餐饮店困境中求生存

市场升温，守得云开见月明

□本报记者 丁进阳

气温逐渐升高，又到了喝啤酒的季节。
随着我市餐饮夜经济的复苏，4 月以

来，我市啤酒销量猛增。目前仅青岛、崂山
品牌啤酒，全市每天销售138吨。

近日，我市餐饮夜经济复苏，特别是
一些烧烤店和酒吧，顾客盈门，生意红
火。鹰城广场北侧园林路上，几家饭店每
天晚上生意火爆，店内、店外都坐满了顾
客，夜里11点这里依然是一派繁荣，顾客络
绎不绝。

位于市区民主街和胜利街交叉口的一
家特色烧烤店，主打烤羊脆骨。5 月 11 日
晚上 11点 30分，这里依然有不少顾客在撸

串喝啤酒。老板姜保利一会儿到厨房帮
忙，一会儿给顾客搬啤酒，忙里忙外。“你这
生意怎么这么好？旁边的店都没人了，你
还在营业。”记者问。“我原来只出夜市摊，
吸引了不少老顾客，都30多年历史了。大
家爱吃我烤的羊脆骨，不管多晚，习惯到我
这来。”姜保利说：“最近天热了，生意才好
起来。”“生意这么好，一晚上能卖多少啤
酒？”“我也没仔细算过，前一段能卖 30多
箱，这几天生意好了能卖50箱左右。”

酒吧也是啤酒消耗的重要场所。近段
时间，位于园林路与凌云路交叉口的一家
酒吧每天晚上也是顾客盈门。5月 11日凌
晨 12 点还有顾客打车刚刚到场。门口迎
来送往，热闹非凡。大厅内座无虚席，音乐

声、歌声夹杂着人们的谈话声，让人瞬间精
神一振。记者看到来此消费的大都是年轻
人，他们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今晚生意特别好，平常这个点我早走
了。”胡桃里酒吧的经理杨鑫说，五一节以
来生意一直可以，之前一晚上能售出 300
多瓶啤酒，这些天一晚上能卖到 500 瓶。
不过还是和以前差不少，以前每晚能卖
800多瓶。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办事处
大区经理助理姜涛告诉记者，他们经营的
青岛啤酒和崂山啤酒进入 4 月份销量倍
增。仅市区每天销量就在11000箱 66吨左
右，加上县区一共有23000箱 138吨，“这与
鹰城夜经济的复苏有关”。

我市啤酒销量猛增

仅两品牌啤酒 全市一天喝掉138吨

□本报记者 丁进阳

这些年，外出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
的一部分，特别是遇到节假日，全国的旅
游大军四处奔袭乐此不疲。而今年受疫
情影响，各地旅游业均受影响，不过随着
各行各业复工复产，我市旅游业也正逐步
恢复。

五一假期的喜与忧

4月15日，平顶山市旅游行业复工复
产启动仪式在舞钢市二郎山景区举行。
随后，我市部分旅行社均有旅行团发出省
内游。虽然游客量与往年同期相差甚远，
但这也让各家旅行社增强了信心。

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共接待游客76.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0657万元。全
市45家A级旅游景区共开放27家，16家
星级饭店开业11家，8家旅行社复工。假
期期间，我市已开放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措
施以吸引游客：舞钢二郎山、灯台架景区
推出了针对舞钢本地游客的年度优惠票
价（10元/人），对舞钢市先进工作者实行
凭证免个人门票等政策；郏县三苏园景区
对全国所有医务工作者、现役军人、人民
警察、市级以上书法家协会会员免收门
票。

这个节假日，我市旅游行业掀起了复
工后的一个小高潮，但游客总人次仍不及
去年同期的一半。

疫情下的出游转变

这个节假日，不少市民放弃跟团游，
更多的是选择自驾亲子游、家庭游等。约
上亲朋好友一起开车来到乡村、水库边、
山间烧烤、玩耍。

五一期间我市鲁山县团城乡寺沟村
的多彩田园，四棵树乡平沟村的杜鹃岭，
瓦屋镇、董周乡的采摘园等乡村游吸引了
大量游客，形成了集赏花观景、农业采摘、
体验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市
民袁先生5月1日带家人去了平沟村。“没
想到那么多人，转了好几家农家宾馆才找
到房间。不少游客提前就预订了房间。”
袁先生说，大部分都是自驾家庭出游，那
里景色不错，挺好玩。

这个假期，钓友陈先生玩得挺美，他
约了钓友，带上家人在燕山水库玩了几
天。陈先生说：“以前过假期，带妻儿到处
跑景点，很累。这个假期不能远行，她们
只能跟着我去钓鱼。晚上睡帐篷，孩子们
也觉得开心。”

市民卢女士带着家人约了好友一起
去叶县孤石滩水库边游玩。“各家都带足
了吃喝，还买了羊肉烧烤。”她说：“以前假
期前就开始计划去哪旅游，今年因为疫情
不能远去，所以就选择近处的水库边玩
玩。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陪孩子放
放风筝划划船也挺美。”

坚守阵地静待花开

我市青年旅行社的李芳告诉记者，我
市旅游行业复工后她就开门营业了，为了
节约成本，员工都没上班，自己天天值
班。至今总共有5波游客咨询出游的事
儿，但大家还是表现出跟团的担心。李芳
说：“我一直做的是长线游和境外游，目前
的情况没有团也很正常，经常做短线游的
旅行社五一假期情况会好点。我从1998
年就开始干旅游，别的啥也不会干，还是
会一直坚守下去的。”

与青年旅行社相比，山水旅行社情况
好一点。该旅行社负责人李占新说，五一
期间虽然没有发大型游客团，但接待了不
少散客出游，另外还组织了几个家庭去了
一趟双龙湾，“随着疫情的渐渐消退，情况
慢慢会好起来的”。

鹰城美景多 疫散盼君来

我市旅游市场
正在恢复中

周启航正在摆放消毒后的餐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