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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餐饮门店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

株洲餐饮为何陷入困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案例 轻松盘下豪铺

6 月 23 日上午 11 点，天元区东鼎紫园

沿街门店老板厨房内，新接手的老板乔哥

有些激动。“这个饭店投资了几十万元，我

一万元转下来的，不敢想。”他对记者说。

这家饭店分上下两层，楼上有 5 个包

厢，装饰豪华，大玻璃幕墙外可见衡山路上

的车水马龙和满眼翠绿。楼下大厅能摆 7

桌，整个餐厅营业面积 300 多平方米，停车

也方便。

“原老板欠了一万多元物业费，还欠我

大半年房租，估计是经营困难，搞不下去

了。”房东丽姐推测道。

天元区原王捌院子武广店老板胡康乐

说，“据我了解，行业下滑明显，营业额普遍

下降。”

老灶台饭店老板肖力也表示，目前，餐

饮行业内卷现象严重，且面临消费降级，行

业整体生存较难。“我在湘潭做成了农家

乐，生意不错，长沙店生意稳定，广州和深

圳已开了 20 多家连锁店，大部分要排队等

餐。”肖力说，他调整了思路，把株洲作为培

训基地，经营重心转到外地。

现状 闭店、转让率高

株洲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朱军说，疫情

之后，行业普遍期待迎来爆发性消费，没想

到迎来的是“爆发性的不消费”。

“几十万元的店铺，几万元有人接手还

算幸运的。”朱会长说，他闭眼就能数出数

十家知名餐厅挂牌转让，无人接手。如神

农城某餐厅，投资 200 多万元左右，现在只

要十几万元左右；株洲某老牌湘菜新安居

店，投资几百万元，想 10多万元转让。

据市餐饮协会不完全统计，2024 年前

后，迎君河东店、徐记海鲜荷塘店、李记海

鲜、七又七〔小巨蛋〕、城市农夫庐山路店、

大鱼细鱼等众多门店宣布闭店。一些老牌

湘菜店虽仍在苦苦支撑，但也发布了转让

信息。我市餐饮企业门店闭店、转让率高，

超过了过去几年总和。

餐饮业一度趋之若鹜的商业大型综合

体内景象也很不乐观。2023 年 11 月，记者

曾和朋友去荷塘区某商业广场五楼吃饭。

五楼曾经遍布的餐饮店，现在只剩下大碗

先生这根独苗。

据 市 餐 饮 行 业 协 会 介 绍 ，餐 饮 门 店

往往占据商业大型综合体的一两层楼，

但近段时间以来，大型综合体餐饮门店

呈现大面积关停。例如平和堂株洲店、

大润发株洲店、步步高河西店等天元区

及荷塘区大型综合体内餐饮门店同步闭

店；天元区神农城、苏宁广场、大拇指广

场、未来云等大型综合体内的餐饮门店

闭店率非常高；我市三个最好的大型综

合体万达、王府井、大汉希尔顿餐饮门店

闭店率也达到 10%。

原因 多方面导致

据餐饮业内人士分析，餐饮行业越来越

难，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上游水不足”。三年

疫情让多个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消费者的消

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在下降，餐饮行业现金

流断崖式下滑。 其次是行业内卷严重。低

价团购套餐席卷整个行业，失去了薄利多销

的本意，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

环。第三，日趋高昂的店租成本、食材成本

和人工成本让餐饮行业老板喘不过气。

“3000元/月已经很难请到服务员了，而且现

在还要支付各类保险，人工成本越来越重。”

有餐厅老板说。此外，电商冲击导致诸多大

型综合体倒闭，为“寄身”于大型综合体、数

量众多的餐厅致命一击。

出路：自救与输血

“不是靠一个人、一个餐饮机构就能救

市，相关部门要举起大旗。”我市某资深餐

饮老板说，相关部门要多策划类似于株洲

“厂 BA”这样的活动，活动多了，“吃”就会

火起来。另外，发放电子消费券这样的经

济刺激力度要更大。主管部门要大力扶持

力度，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政策以及措

施。我市餐饮业，真正到了需要外部输血

的时候了。

提升服务质量和体验、创新菜品和营

销策略、统一市场避免过度内卷、多渠道拓

展业务、加强与供应链的合作、优化成本管

理、发挥协会作用、利用数据驱动决策……

多名业内人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

多名餐饮老板所言，只有在政府和企业共

同努力下，株洲餐饮业通过输血和自救，完

全有希望、有信心逐步走出困境，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

“这是餐饮业非常困难的时期。”株洲餐饮行业协会一负责人说，餐饮业目

前似乎陷入困境，一些投资不菲的高档饭店，如今仅几万元转让却无人接盘。

株洲餐饮业到底面临什么困难，如何破解，记者进行采访了解。

读了这篇文章，小编我是一声叹

息。如今餐饮行业难混，餐饮老板难

做，这是不争的事实。上周五，天气

还好，我和朋友去了河边一家开了15

年以上的口味菜馆就餐，所见情景让

我唏嘘不已。要知道，这家店以口味

著称，早几年去就餐都是要等位的，

这家店的老板也发展得不错，在株洲

开了好几家分店。而今，大周末的却

门可罗雀。这从侧面反映了株洲餐

饮的现状——难做！知名老店尚且

如此，那些新店、新手店可想而知

了。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绝对是蛮

多的，上文中记者分析到位，小编认

同。不过，我要补充一二。

一、不少店家为了在网上（如小

红书、大众点评）获得高赞或好评，

耍手段，用奖励诱导消费者去点赞、

写好评。这种行为看似无害，其实

是对整个餐饮行业公平竞争起到了

坏作用，引发餐饮老板纷纷效仿，从

而形成一种新的内卷。也无形中增

加了餐饮店的人力、物力成本。

二、还有些店子，明明做的是土

菜，厨师也是乡下的大厨，非要把自

己包装成“高大上”。店面装修花重

金，搞得一派“小桥流水、五彩斑斓”

的景色。菜的出品也是搞得花样百

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都来了。这

样，可能获得了短暂的客流，最终结

果是：成本刷刷上涨，但菜的口味还

是那个老样，也不能长久吸引到顾

客。你说，这生意做得不辛苦吗？

三、恶性竞争，杀敌一千自损八

百。现在的餐饮行业，价格战打得有些

无底线了。有些老板为了获得客流，把

价格压得超低。这样，是没有未来的。

【编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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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炎陵创建国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炎陵的旅游是五彩斑斓的：“古”有炎帝

神农氏陵寝，“红”有不少革命遗址，“绿”有

最美生态，“彩”有汉、瑶、畲等多民族民俗风

情，令人眼花缭乱。

近年来，炎陵县以全域旅游为抓手，以

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森林康养基地

为引领，全局谋划，全业融合，全域提升，打

造“一心一环三大板块”，构建了“全景、全

业、全时、全民”的旅游发展格局，入选了中

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

炎陵旅游还缺什么？政协委员陈黎明

认为，炎陵文旅融合发展仍存在一些短板。

比如，基础设施档次不高、分布不均；旅游产

品开发不够，资源禀赋未能充分利用；同井

冈山等湘赣边县市区的交通互联、市场互

享、旅游互兴不够紧密；宣传营销手段单一、

缺乏创新，策划力、推广力、影响力均相对不

强等等。

“这些短板，导致炎陵许多优质文旅资

源‘养在深闺人不识’，文旅产业效益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对此，陈黎明通过提案建议，加

强对炎陵全域旅游规划编制的指导，加强资

金和项目争取，加强湘赣边区域合作，加强文

化品牌建设和旅游营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扩大炎陵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体包括建设 S559 湘赣界（荆竹山）至

炎陵大院公路、X169 十都至大陇（湘赣界）

公路项目，持续举办好“炎帝陵祭典”“农耕

文化旅游节”等等。

“炎陵文旅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好，完全

有可能成功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陈黎明说。

贯通湘赣边“红三角”，
推动茶陵红色旅游“从头越”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

篮”，茶陵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

井冈山市“建革命根据地”、永新县三湾“建

军”、茶陵县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建政”，

构成了湘赣边独特的“红三角”。

近年来，永新县、茶陵县持续不断地挖

掘传承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由于“红三角”交通未贯通，得到井冈

山红色旅游的辐射和带动有限。2023年，永

新县投资 7 亿元，建设了“三湾至井冈山”快

速旅游通道，带动成效明显。但茶陵与永新、

井冈山的旅游道路，目前还没有启动。

为此，政协委员刘晓伟等通过提案建

议，依托“两山”革命根据地，建设茶陵至永

新三湾乡、茶陵至井冈山东上乡旅游道路，

贯通湘赣边红色旅游“红三角”，推动茶陵县

红色旅游跨越式发展。

“高位推动，全力向省、国家申报项目，

争取财政、林业、用地等方面的支持，用足用

活政策。”刘晓伟建议，市交通部门给予规划

指导和一定的专项资金，茶陵县先行启动规

划，同时加强和井冈山市、永新县的沟通协

调，尽快启动项目建设。

贯通“红三角”涉及不同市县。刘晓伟

还建议，由市政协协商协调建立以湘赣边区

域合作示范区交通互联互通为特色的省、

市、县三级委员工作室，打通三地协商渠道，

凝聚更大合力。

炎帝陵 资料图片

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优条件、提供更大支持

委员建言炎茶文旅产业发展 相关部门积极回应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株洲是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山水洲城，工业底蕴深厚，制造实力强劲，旅游资源丰富，当前正聚焦“双亿双城”

目标，深耕中华始祖炎帝、世界制造名城、千年瓷都·天下醴陵、第一红色根据地四大文旅品牌，力争用 5年时间，

实现全市年旅游总收入 1000亿元，年接待游客 1亿人次。

目标已明，如何精准发力、补齐短板，推动株洲文旅产业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前不久，市政协副主席柳怀德

到炎陵、茶陵就有关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助力加快建设“神农福地 制造名城”知名旅游目的地。｛ ｝
委员建言

多点发力，文旅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委员们的建言献策，得到各方积极响应。

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旅游

服务实力。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十四五”规划中，支持炎陵县干线公路

建设项目 2 个、乡镇通三级公路项目里程

27.855公里，支持 20个旅游资源产业点联通

公路里程 101.634 公里；支持茶陵县干线公

路 建 设 项 目 4 个 、乡 镇 通 三 级 公 路 项 目

11.872公里，支持 91个旅游资源产业点联通

公路里程 201.262 公里。“将积极推进项目建

设，为两地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助力。”上述负

责人表示。

“继续在规划引领、项目建设、争资争

项、区域合作、营销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

给予炎陵县更大支持。”市文旅广体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神农谷景区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纳入国家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加快湘赣边区红色

旅游共同体发展，内容涵盖湘赣两省 12 地

市 70 余个旅游景区景点的“株洲文旅惠民

卡”，销量超 4 万张；加强炎帝文化挖掘，推

出了以炎帝形象为 IP 的“株洲礼物”系列文

创产品等。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资规局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对委员的建议充分认可，在工

作中大力支持。将在项目申报、资金筹资、

要素保障等方面，尽最大努力为炎陵、茶陵

文旅产业提供支持，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各方响应

茶陵古城墙 资料图片

记者手记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推进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守护好三湘大地的青山绿水、蓝天

净土，把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

“运用‘新文创’，做活文旅产业。”“推动株洲文旅融合

深度发展。”“将研学旅行培育成为株洲旅游发展创新增长

点。”……以“政协之能”助力文旅产业出圈出彩。除列入

重点督办的提案外，近年来，政协委员们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广泛调查研究，提交了一系

列高质量提案。

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以提案助力城市

知名度、美誉度、品牌度提升，持续延伸文

旅服务链条，株洲文旅产业必将迈

向发展“快车道”。

以“政协之能”
助力文旅产业出圈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