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如何“复刻”菜市场优势

相较于年轻人，中老年消费者对菜品质量更为敏感。4月2日，记者来

到东坡路慧园街的菜市场，挤满了前来买菜的市民。一眼望去，几乎都是

中老年人。

记者在摊位走访中了解到，菜市场的生意暂未受到社区团购的冲击。

“该买还得买啊，这段时间菜价也没有受到波动。”张琴的蔬菜铺子在菜

市场入口，她告诉记者，菜市场里还是不乏年轻人的人身影。“白天年轻

人要上班，没空逛菜市场，傍晚下班后来这里买菜的年轻人也不少。”

“社区团购是人家帮你挑菜，肯定没自己亲手挑的好。”市民郑潜正

在挑菜，他每周要来买两三次。郑潜坦言，前段时间被人推荐了团购平

台，就下手试了试。“团购了很多水果，等到提货的时候状况百出。部分

水果缺货，送来了的水果又坏了一大半，仅存的水果也不好吃。”郑潜想

要解决协商，却发现平台上买家没有这个权限，一切权限都在团长身上，

于是和团长沟通。“可是团长都没搞清楚平台购物流程，甚至都不知道自

己是团长。”无奈之下郑潜打电话给平台客服，最后没发货的水果退了

款，坏了的水果也就不了了之。“整个购物体验不好，买家承担的分险

大，沟通途径少。这种团购快速扩张下带来的弊端，值得反思。”

对此，有网友提出疑问：以菜市场为代表的城乡文化会不会因为线上

买菜而削弱社会的人情味？在业内人士看来，民以食为天，最重要的还是

食材新鲜。社区团购不见得会取代线下菜市场，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

“团购群体以年轻人居多，老年人如果不是住在楼梯房高层，团购需求并

不紧迫。没事逛菜市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但互联网嵌

入日常生活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如何让互联网更好便利我们生活的同

时，让菜市场在这场大潮中适应并升级？让互联网电商与小商小贩在合理

的市场规则下共生？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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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打开线上买菜平台，发现可在右上方选择自

提点，自提点包括了专送点、超市、花店、药店等

地点，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提货点。首次注册

用户可享受一次1分钱购买货品权益。成功下单后，

系统提示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前往自提点提货。

记者来到市中区城市之星小区附近自提点取

货。自提点老板付顺海，去年8月份他开始接触线上

买菜，并成为了一名团长。“每天都会有各个平台

的送货人员将货品送到我这里，根据团长端上用户

们下单的信息，检查货品是否完好无损，是否有缺

失，如果有问题就及时联系商家退货退款。”付顺

海表示，像他这样的团长不在少数。“一般做生意

的人随时都在店，休闲之余做一份副业也还是不

错。”新人注册平台用户，优惠力度很大，不少货

品也比超市便宜，因此每天来他店里取货的人络绎

不绝。

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并留住回头客，各大生

鲜电商平台都在菜品品质、配送过程等方面下功

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一些生鲜电商平台

上，消费者可以溯源肉类等商品，了解供货来源、

供货时间和检测保证等信息。有些菜品包装上也会

贴有二维码，消费者扫描后即可看到上架日期、批

次号、供应商等信息。配送过程中商家也更加注重

细节，活鱼配送的包装袋中不仅会加水，还会注入

氧气，刚刚宰杀处理的鱼也会在外包装袋里加冰块

保鲜。

为了“抢”时间，在不少生鲜电商平台从用户

下单到骑手出发配送的整个操作过程能够控制在几

分钟内完成，从消费者下单到菜品送达一般仅需

30分钟。

走访中记者发现，虽然线上买菜很便捷，但价

格依然是消费者买菜时最关注的因素。王女士告诉

记者，为了赢得更多消费者，生鲜电商平台经常推

出“秒杀”、“满减”、“优惠换购”、“买赠”

等促销活动，打折力度也很大。以一提16瓶的某品

牌纯牛奶为例，超市售价110元，而在电商平台仅需

86元。“现在生鲜电商平台越来越多，消费者拥有

众多选择。在线上货比三家，包括品质、价格和配

送时间等，最终选择最有竞争力的平台来购物。”

质量和送货速度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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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好攀岩鞋，系上镁粉袋，付清深吸一口气，双手用力拽了拽岩点，轻盈

地跳上岩壁，开始了攀岩训练。

“右手抓绿色支点，腿部用力往上蹬，加油！”说话的人叫宋枭，圈内都

习惯叫他小宝。这是一个外表阳光帅气的年轻小伙，脸上总是带着略显腼腆却

让人觉得简单温暖的笑容。宋枭年龄不大，却已经是攀岩圈的一位明星。

全国只有30多个人完成了5.14a线路挑战，宋枭就是其中一个。

回忆起初次接触攀岩，宋枭羞涩地笑着说，当时只是个门外汉，只觉得这

是一项纯体力运动。“学校开设了攀岩课程，出于好奇参加了，认为手臂有力

就能爬上去。”由于好友的极力邀请，宋枭再次接触攀岩，一发不可收拾。在

他看来，攀爬最大的乐趣在于过程中的线

路变化。“选择不同的岩点，感受也会有

所不同，每一次攀爬都是全新的体验。”

或许攀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属性之一，是

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质。宋枭征服欲被完全

“勾引”出来了。

“就想让我的生活全部被攀岩占有，

一生只做好这一件事，不去纠缠其他任何

事情。”宋枭并没有食言，在学习之余，

几乎将全部时间倾注在了攀岩上面。参加

大大小小的攀岩比赛，去阳朔、张家界、

马山、水江等各地攀岩，甚至在宿舍里设

置了难度不一的训练墙，关起门“黑

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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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枭 ， 1995年

生，乐山市沙湾区踏

水 镇 人 。2015年 进

入乐山师范学院体育

专 业 学 习 ，2016年

接 触 攀 岩 。2017年

代表乐山师范学院取

得了第十五届全国大

学生攀岩锦标赛难度

赛 冠 军 ，2018年 完

成5.14a线路。攀岩

国家一级运动员，攀

岩国家初级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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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攀岩“捆绑”在一起

目前，宋枭已经完成了200条5.12级别线路，50多条难度5.13级

别线路，1条5.14a线路。如今的宋枭，更是将攀岩融入了自己的生

活中。参加了300余场专业赛事的竞技，旅游将攀岩胜地作为首选

地，大学毕业后，开设乐山第一家室内攀岩馆……宋枭谦虚道，自

己是攀岩的野生代言人，已经与攀岩“捆绑”在一起了。

五年的“亲密接触”，宋枭有了自己的理解。攀岩是真实不

撒谎的运动，是面自我的照妖镜。与其他集体运动篮球、足球等相

比，攀岩特别“内化”，因为是和地球重力做“斗争的游戏或艺

术”。而且门槛高、短期练习效果平平，只有坚持才那能一点进

步，一旦停滞中断，马上被打回原形，心理受挫感极强烈。“左手

反提、右手抓钟乳石，双脚打开……登顶那一刻，你看见大地青

翠、群峰如笋，天空有鹰在盘旋，汗水流遍全身，你却不觉得困苦

悲催，甚至开心得不得了。”

攀岩运动并非没有“门槛”，尤其是户外攀岩，对技术和专

业度要求很高。宋枭对此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乐于挑战不等于鲁

莽行事。户外攀岩的前期要研究好攀爬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

目前，竞技攀岩成为2020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攀岩运动

的奥运备战拉开序幕。对此，宋枭非常兴奋。对他来说，生活总有

下一个高峰。“除了完成更难的线路挑战，更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爱上攀岩，尤其是小朋友们，为咱们的攀岩运动

培育新一代人才。” （受访者供图）

强训后的宋枭信心满满地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攀岩

比赛，却碰了一鼻子灰。“得了个倒数第二，其实心里挺失

落的。毕竟付出了那么多。”但他并未因此气馁，2017

年，宋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休学，专项训练攀岩技巧。

“攀岩分为速度攀岩、攀石、难度攀岩等项目，不同

项目锻炼到的肌肉力量属性又有所不同。速度攀岩需要更多

的爆发力，而难度攀岩则需要一定的肌肉耐力。”为了全面

学习，宋枭前往全国各地攀岩基地去学习，对于指力、肩背

力量都进行了特殊的训练。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和磨练，

他代表乐山师范学院取得了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

难度赛冠军。

时间一转，2018 年11月，广西阳朔雷劈山，线路：闪

电5.14a。

“加油！最后10 米！”岩壁下，一位半裸着上身的年

轻男子仰头咆哮着。顺着他的目光和声音向上寻找，只见雷

劈山那面仰角的岩壁上，另一位赤裸着上半身的青年正在半

空中轻舒猿臂，寻找着支点。此刻，所有的声音都像被消音

了一样，他能听到的，唯有自己肌肉颤动的韵律和血液搏动

的节奏……

“呀！”岩壁上的青年大喝一声，身体一个侧立，右

手往上一搭，稳了！接着，又是几声大喝，几个动作一气呵

成，顷刻间辗转腾挪，竟然神奇地到达了岩壁的顶端。这

时，他的耳朵才又重新开放了接收，鼓掌、喝彩声不时从下

方传来。

5.14a，这个数字对于大多数攀岩爱好者而言，恐怕都

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攀登难度，是一个很多人都要仰望的

数字。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攀岩难度等级，更是对一个攀

岩者攀爬能力的肯定，也是很多攀岩者一生追求的目标。

2016—2018 年，从开始接触攀岩，到完成自己第一条

5.14a线路，宋枭用了两年的时间，对于攀岩者来说，这种提

升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速了。“我付出最大的努力就是不放

弃，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放弃。”

2年时间跻身5.14a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