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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曾出现多家生鲜电商
但都因经营困难而倒闭

陈光利并非是株洲首个提供网络买菜服务的商
家。记者了解到，早在2014年，就有一家名为农城网
的企业，在株洲率先推出了类似的服务。“市民可以像
逛淘宝一样，在网上淘菜。”该公司董事长易修伏在网
站上线时介绍。

虽然模式新颖，但农城网很快就因为经营困难而
倒闭。

此后，株洲又先后出现了农叔网、王鲜菜等多家
以“网上菜篮子”为主营业务的企业。目前，这些企业
均已销声匿迹。

“还在坚持做网络生鲜销售的，在株洲就我们一
家。”陈光利说。

记者注意到，在美团、饿了么等平台，虽然也有商
家推出生鲜销售，但几乎都没有成交量。

“‘网上菜篮子’难敌实体店，这是生鲜零售的现
状。越是喜欢自己动手做饭的人，越依赖实体店购买
生鲜。而能接受网上买菜的年轻人，往往是做饭频次
较低的群体。”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受制于消费者的买
菜习惯、冷链物流缺失、高昂配送成本、农产品附加值
低等多种因素，全国大多数生鲜电商的盈利能力都较
弱。

互联网巨头纷纷发力
生鲜电商业务将爆发式增长？

尽管生鲜电商倒了一家又一家，但仍有很多人看
好这块市场。

3月底，阿里旗下生鲜电商品牌盒马菜市的首店
亮相上海。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团买菜启动了北京市
场的测试，在两个居民区为周边1.5公里之内的社区
居民提供手机买菜服务。京东、饿了么、美团、苏宁等
巨头也纷纷发力生鲜业务，“网上菜篮子”俨然从最难
啃的“鸡肋”变成了资本风口下的“香饽饽”。

饿了么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 1 年来，北京使用
买菜的中老年用户数增长500%以上。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京沪等一线城市，传
统农贸市场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被现代化的生鲜连
锁替代，懒人经济时代的网上消费习惯已经向最传统
的买菜刚需延伸。而对于株洲这类三四线城市来说，
跟上北上广的步伐，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城市商业环
境的变迁，手机买菜业务终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手机下单，生鲜送到家门口
如此“网上菜篮子”难敌实体菜店？

株洲多家网络生鲜商城已倒闭；有投资者仍在坚守，但已亏损200多万元
记者 周蒿

“手机上网买菜比去实体店方便多了。”4
月 7 日，农历三月初三，市民杨琴通过手机下
单，在网上购买了土鸡蛋和荠菜。当天下班回
家，她就在自家楼下的生鲜储存柜里，拿到了新
鲜的食材。

随着手机买菜的订单越来越多，以往扎堆
在餐饮街附近的外卖骑士，也开始在菜市场周
边出没。“网上菜市场”生意，被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关注。然而，记者近日走访了解到，我市曾先
后出现多家主营“网上卖菜”的商家，无一例外
都陷入了亏损的泥沼。

网上下单，生鲜送到家门口
品质不满意还可退

自从跟同事学会了逛网上菜店后，杨琴慢
慢成了手机买菜的重度依赖者，“品质还可以，
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价格也不比实体店贵。”

记者了解到，为杨琴提供服务的，是一家名
为株洲绿净在线商城的生鲜配送商。

“市民可以登录我们的网上商城或者关注
微信公众号下单，目前，我们在天元区十多个小
区都安装了具有保鲜冷藏的生鲜自提柜。通过
网络订购的菜品，会在两三个小时以内，以全程
冷链配送的方式送入保鲜柜中。市民可以像取
快递一样，在家门口取菜。”商城运营方株洲绿
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光利介绍。

记者昨天登录该商城看到，其销售的产品
有新鲜蔬菜、鲜肉禽蛋等上百种，价格与菜市场
相当。

3年亏损200多万元
绿净商城主营业务已转变

事实上，在手机上买菜并不新鲜。陈光利
的绿净商城，于2016年7月上线，目前已营业近
3 年。虽然有不少杨琴这样的消费者支持，绿
净商城却走得步履维艰。

“我们现在只配送河西区域，平均下来每天
约有 20 单，多的时候能达到 50 单。”陈光利介
绍，近两年，大家的购物观念逐步改变，网上买
菜的人在逐渐增多，但这种发展速度，显然与自
己当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在做网上生鲜商城以前，陈光利一直在深
圳创业。2016 年，他回到老家株洲，决定投身

“互联网+农业”产业。货源方面，他与合作社
合作，建立了有品质保障的供应基地，销售方面
则创建互联网买菜平台。

然而，与深圳相比，株洲人的消费观念显然
还相对传统。“一直在亏损”。陈光利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光是在 10 余个小区设置生鲜冷藏
柜，投入就达到 100 多万元。再加上搭建网络
平台以及人工费用等，将近3年时间，绿净商城
已经亏损200多万元。

据悉，绿净商城最初有专门的客服人员、运
营维护人员、配送人员等，但由于一直亏损，目
前很多岗位已经被砍，仅保留配送人员。“很少
拓展新客户，现在主要是做好老客户的维护工
作。”陈光利说，商城的主营业务目前已经从网
络生鲜销售，转向了向学校、企业等大客户提供
品质蔬菜供应。

“生鲜网销仍需
时间培育市场”

记者：为什么宁愿亏损，也
要继续运营生鲜网销？

陈光利：从市场来说，市民
到菜市场买菜，存在很多问
题。除了上班族没时间到市场
挑选购买外，还有市场离家较
远、交通拥堵、不方便停车、市
场脏乱差等问题。而网上购买
生鲜，只需要手机下单，就能选
到合适的产品，方便快捷。

另外，我们的生鲜产品都
是自有平台供货，品质可控且
都可以提供检测报告，不满意
还可以退。价格方面，我们也
不比实体店贵。

现在市场发展不及我的预
期，所以我选择了维持运营、暂
停扩张。只要平台仍在，我相
信绿净会有无限未来。

记者：您认为生鲜网销什
么时候才能迎来爆发式增长？

陈光利：如果仅仅依靠市
场自有的力量，这会是一个比
较长的过程，可能两三年，也可
能五六年，甚至更长。

我们曾选取天元区某小区
做过实验。通过连续进行大规
模营销，一个月后，该小区网络
生鲜销售就实现了盈亏平衡。
但限于我们自身的经济实力，
这种模式不可持续。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生鲜
电商品牌仍处于布点扩张阶
段，要改变人们长期养成的传
统买菜习惯，需要较大的投入
来缩短市场的转变时间。

模式

▲小区设有生鲜自提柜，市民可以像取快递一样，在家门口取菜 记者 周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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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敲响警钟

从2018 年9 月巴西国家博物
馆到巴黎圣母院，每一次遗产受
灾、文物历劫都应给予我们警示：
时代在前进，观念和技术在进步，
面对文物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
性，我们对于人类文明遗产的保
护意识应警钟长鸣，保护机制更
应与时俱进，呼唤更先进的手段、
更专业的技术、更智慧的途径。

一个科技化、系统化、全覆盖
的文博安全保护机制既要“保得
住”、又要“传下去”，既要有“盾
牌”、也要有“时光机”。无论是文
物古迹的安保，还是打造智慧博
物馆、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人类
对于文明记忆的留存和传承还大
有可为。

巴黎圣母院因同名小说
闻名于世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
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始建
于1163年，于1345年完工。

作为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古迹
之一，巴黎圣母院因法国作家雨
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于世，每年
吸引游客大约1300万人次。

短评

链接

习近平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6日就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向

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向全体法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巴黎圣母院是法兰西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

人类文明的杰出瑰宝。中国人民同法国人民一样，对此次火
灾深感痛恻。相信在法国人民努力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巴黎
圣母院一定能顺利修复、再现辉煌。 （据新华社)

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
屋顶损毁，标志性塔尖倒塌，重建工程预计需要数十年

法国总统承诺重建巴
黎圣母院

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晚在巴黎圣
母院火灾现场表示，将重建被大火严重
损毁的巴黎圣母院。

马克龙说，他计划尽快在全世界发
起募捐，呼吁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参与重
建巴黎圣母院的工作。“重建巴黎圣母
院是法国人民的期待，因为她代表着我
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想象
力。”他说。

法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洛朗·努内兹
此前在火灾现场向媒体表示，消防部门
还需数个小时给巴黎圣母院主体建筑
降温。与此同时，巴黎圣母院、法国文
化部和救援人员一起努力抢救圣母院
内的文物。他解释了为何不采用森林
灭火飞机的方式灭火，主要是怕高空放
水会毁坏建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通过
社交媒体发文，对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
表示关注。他说，巴黎圣母院是世界遗
产的独特典范，“此时此刻，我的心与法
国政府和人民在一起”。

法国路易威登集团将
捐赠2亿欧元

法国路易威登奢侈品集团CEO伯
纳德·阿尔诺16日表示，他的家人和公
司将捐出2亿欧元，以帮助重建遭到大
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场国
家悲剧发生之后，阿尔诺家族和路易威
登团结一致，将参与这座非凡大教堂的
重建，这是法国的象征。”

圆明园就巴黎圣母院大火发声：

愿文物都能远离灾难，
代代传承

16日，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引发热
议。有个别网友提到圆明园，认为被英
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比巴黎圣母院更
加珍贵。对此，圆明园遗址公园官微发
声回应：“这一刻的中国人，怎能不想
起，背负了一百多年圆明园烧毁的心灵
创伤，何其艰难、何其罔然，可惜圣母
院，可惜圆明园，文物不应该这样毁灭，
更不应该人为践踏。”微博还称，衷心祈
愿文物都能够远离灾难，代代传承。

（据新华社、中新社）

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轰然倒塌在熊熊烈火之中。大批法国民众站在塞纳河对岸目睹
了此情此景，有人表情凝重，有人泪流满面。

法国消防部门16日宣布，当天上午10时，大火已经“全部扑灭”。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堪称法国文化地标。这场大火在

令法国心痛不已的同时，也为全世界敲响了文物保护的警钟。

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在 15
日18时左右被发现。随后数小
时内，大约500名消防队员动用
数十辆消防车及大量灭火设备
救火。

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
处于维修施工之中。巴黎市长安
妮·伊达尔戈介绍说，由于维修施
工，巴黎圣母院内部分艺术品早
就被转移走，得以躲过此劫。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
利普事发后赶到现场。马克龙
表示，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整
个国家都感到心情沉痛”。

巴黎检察机关 15 日晚说，
正着手调查这场大火的原因。
多名警方消息人士说，初步推断
火灾是意外事故。另据多家法
国媒体报道，圣母院顶楼的电线
短路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

这场大火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古迹不
仅起着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作
用，也是法国旅游业的基石。法
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世
界前列。

1887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
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
念性建筑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
家；1913年又颁布了沿用至今的

《历史古迹法》，设立专门负责对
历史古迹分类的机构、将所有古
迹登记造册。

诚如此，巴黎圣母院这场大
火又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

专家认为，年久失修与木质
结构屋架是导致火势蔓延的重
要原因。

不少法国名胜古迹为石质
结构建筑。巴黎圣母院则不同，
它拥有巴黎市最古老之一的木
质屋架，且规模宏大，长度超过
100 米、宽度达 13 米，因此塔楼
起火后迅速蔓延至屋架。

此外，近年来巴黎圣母院一
直被相关部门评估为“状况堪
忧”。上一次大规模维修还是在
上世纪90年代，本次维修从2018
年4月开始。

目前火灾损害虽然还没有
得到完全评估，但三分之二的屋
顶已被大火损毁，标志性塔尖也
已倒塌。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基金会
主任埃里克·菲舍尔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巴黎圣母院重建工
程预计需要数十年。

▲4月15日，在法国巴黎，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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