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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门做菜的新服务在社交平台上
走红，让许多年轻人有了就餐新选项，也让不
少烹饪爱好者看到一种就业新方式。

专业厨师提供“私厨”服务，擅长烹饪的厨
艺爱好者在社交平台“接单”……如今上门做
菜的服务越来越多样。对此市场反应如何？
未来如何规范发展？

上门做菜悄然兴起
下班后，在广州工作的“95 后”彤彤（化

名）直奔客户家中做晚餐。客户是她在小红
书上发帖自荐上门做菜后联系上的。

“口味要做得怎么样，蒜、香菜、小葱等有
忌口吗？”前一晚，她和客户做了详细沟通。
到达后，她迅速按需加工起客户备好的食
材。不一会儿，三菜一汤摆上了餐桌。

记者了解到，上门做菜服务正逐渐兴起并
受到不少人欢迎。和彤彤一样在社交平台上提
供上门服务的人并不在少数。在小红书平台搜
索“上门代厨”“上门做菜”等话题有超万篇笔
记，一些B站博主发布#请人上门做饭，是一种
什么体验#等相关视频，点击量达百万次。

记者了解到，发帖的网友多是兼职，以做
家常菜为主，做三道菜的人工费一般在50元
至100元不等。一名湖北武汉的“00后”大学
生告诉记者，他利用节假日兼职，“给一名30
岁的上班族上门做菜30多次了”。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上涨，部分专业团队和
家政公司也开始推出相应服务。

“团队6人都是‘90后’，客户也是以青年
群体为主。”今年32岁的黄立鹏是广西南宁一
个上门代厨团队的负责人。他说：“我们不仅
接宴请单，也做家常单。这种方式比做实体
餐饮成本更低，单人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上。”

轻喜到家内蒙古呼和浩特分公司负责人
赵小英说，上门做菜的阿姨会经过总部专业
培训，包括各大菜系的烹饪、刀工、营养搭配、
服务礼仪等。

已经运营了4年的“阿姨妈妈上门做饭”
平台负责人杨睿介绍，平台既有十余名专职
阿姨也有几百名兼职阿姨，在江苏徐州的日
订单量最高达200余单。

上门做菜为何受到青睐
自己下厨、点外卖、下馆子……多种用餐

选择中，上门做菜靠什么赢得消费者青睐？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门做菜作为一种定制

化上门服务，满足了消费者追求品质、个性等
多元化用餐需求。

既能“吃得方便”也能“更合口味”——
“既‘不想做饭’，又想‘好好吃饭’。”在采

访中，一些年轻消费者提到，上门做菜提供了
兼具便利性与品质化的选项——既能像点外
卖一样方便，又能在品质上更讲究，“食材是
自己选的，调味料是自家的”。

“全职家政阿姨价格较高，厨艺未必精湛，
而且我也不是每天都需要做菜服务。”一名广
州消费者说，相比之下上门做菜更适合自己。

同时，相比餐厅标准化的菜单，上门做菜
可实现个性化定制——从沟通菜品、自选食
材、按需上门，再到烹饪方式、口味需求，消费
者可对多环节自主把控。

“我们会按照客户的要求对菜品进行改
良，比如有些人的血糖、血脂偏高，就会在菜
品选择和烹饪方式上尽量低油低糖。”黄立鹏
说，厨师上门前会与顾客沟通好各种细节。

满足特定场合需求——
记者了解到，在坐月子、家庭宴请等特定

场合下，一些消费者倾向于选择请专业厨师

上门做菜。
南宁市民赵慧妍今年初生产后在家坐月

子，请了专门上门提供月子餐的厨师。“术业
有专攻，有些菜我想吃但不会做，就会让厨师
根据需求来帮忙。”她说。

此外，一些消费者在进行宴请时，既需要
私密氛围，又期待专业大厨风味，“私厨”是不
错的选择。呼和浩特一个厨师上门团队的负
责人李明介绍：“10人餐的服务费多在一两千
元，顾客比较能接受。”

“今年春节期间公司上门代厨预订火热。”
北京一家家政公司的经理告诉记者，很多人
都觉得过年在家吃饭更有烟火气和团聚的氛
围，公司30多名厨师春节都是“满单”状态。

同时，上门做菜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增收
渠道和就业选择。

“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做点事情，还能增加
收入。”彤彤说，自己从小就爱好烹饪，“上门
做菜将爱好和厨艺‘变现’了”。

来自南宁的“90后”潘女士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入行”，如今上门做菜已成为主业，“平
均每个月收入有5000多元”。

部分受访从业者告诉记者，上门做菜为他
们打开了就业的新思路。不少人因兴趣找到
一份热爱的兼职，也有人不断深耕这一新赛
道，为自己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收入。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
表示，上门做菜等“上门经济”的兴起与服务
业的精细化发展密不可分。“这背后是服务消
费向细分化、个性化的升级，也是服务业通过
精细发展精准匹配消费需求的体现。”

如何引导行业规范发展
陌生人上门安全吗？餐食出问题、口味不

满意怎么办？谁来约束和监管上门服务的提

供者？面对新服务，不少人心中有疑问。
受访法律人士认为，上门做菜服务处于家

政、烹饪两个行业“交叉地带”，服务人员资质
条件不受限制，双方存在一定人身安全风险，
也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和消费纠纷，需规范
发展。

北京环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殿明建
议，相关服务平台和公司应建立从业人员预
先审查机制，在提供服务前主动与消费者签
订服务合同或协议，并明确各类收费标准，让
消费者有据可依。

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吴东栋说，
通过社交平台“自行”交易的消费者，需重点
关注食材的采购和处理，为服务者提供合理、
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提前与对方就细节充分
交流，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

除了服务隐患，行业也面临盈利难题。多
名个体从业者反映，上门做菜看似简单，但从
开单到做成一定规模并不容易，面临沟通成
本高、同质化竞争等问题。

“很多客户咨询，但可能地点太远、出价
低，匹配成功率不高。”潘女士说。

在上海全职从事该服务的张先生坦言，普
通个体从业者面临“瓶颈”——“专注家常菜
赛道的话，需要与家政阿姨形成差异化竞争
优势；若做客单价更高的宴请，很多人没那么
专业，人脉也不够。”

“很多‘上门经济’属于灵活用工的形式，
上门做菜涉及社保、税收、市场监管等多个方
面。”许光建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失业、工伤、
医疗保险等配套保障，相关部门应出台措施
加强对上门服务的引导和规范，制定服务质
量评价体系，对服务资质、服务过程、服务效
果进行监督和评估，更好保障从业者和消费
者的权益。 据新华社

上门做菜新服务走红，你体验了吗

一张票根让你享受N种优惠
如今，票根正从“入场券”升级为“通行

证”，让观众在场馆之外享受各种消费福利，
撬动全场景消费。

林忆莲演唱会、天宁大运河半程马拉松、
太湖湾音乐节，近段时间的常州可谓十分“忙
碌”。活动的密集落地，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观
众、跑友，为此，常州推出“一张票玩转一座
城”活动，众多文商旅企业共同为歌迷、跑友
定制了百余项包含专属福利的优惠活动。

“来常州看林忆莲演唱会，搜到这家餐厅，
今天第一批来用餐的都是看演唱会的歌迷
……赠送的桃胶也很美味。”在点评网站上，
常州一家知名餐厅收到了很多林忆莲歌迷的
好评，而从评价来看，当天有大量粉丝前来就
餐。原来，前不久，林忆莲在常州举办演唱
会，掀起一股回忆杀，吸引了众多歌迷前往常
州，而常州的一些餐厅也针对歌迷推出了福
利活动，有的推出以林忆莲经典歌曲命名的
怀旧套餐，有的是凭票根进店享受优惠，像前
面提及的这家店，则是到店凭票根可获赠相
关明信片或海报。

除此之外，江苏多地都出台了“票根+”政
策，发力消费市场。如镇江推出“银发+票根
——岁月鎏金 票藏时光”服务消费创新产品，
聚焦银发消费群体，融合餐饮、住宿、文旅等服
务消费和文创、老字号等商品消费场景，以联票
形式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南京推出跟着演出
（赛事）游南京乐享“1+3”优惠活动，观众凭观
演（观赛）票据即可享受南京市域内景区景点、
住宿餐饮、商场购物等三重优惠活动。

“从需求侧拉动效应来看，通过将单一的
门票消费转化为多个领域的联动消费，有效

延长了消费者的停留时间与支出链条，降低
了消费者在其他领域的边际消费成本，从而
激发其潜在购买力，提升整体消费需求。”在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来，“票根+”政策
打破了传统演出（赛事）经济与文旅、商业之
间的壁垒，推动不同行业间的融合与协同发
展。这不仅提高了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也有
助于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消费生态体系。

商户、观众来一场“双向奔赴”
今年五一假期，第13届咪豆音乐节在南

京溧水天生桥景区火热开唱。根据文旅部门
的统计数据，咪豆音乐节3天合计售出6.5万
张票，预估门票及周边产品收益超过3000万
元。而这3天，总共吸引观众超8万人次。根
据测算，从住宿、餐饮到大小交通，再到带动
的周边景区出游消费，咪豆音乐节拉动了文
旅消费超过1.44亿元。

据了解，音乐节期间，溧水各大酒店民宿
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节前离天生桥景区较
近的几家知名星级酒店，五一假期前三天的
房间已全部订满；而离景区较远的一些精品
民宿、特色酒店，也提前十天被预订一空。除
了住宿，周边的餐饮企业就餐高峰也都满客，
很多酒店忙到“飞起”。

“但是忙得开心。”荣悦楼是位于天生桥景
区的一家酒店，门店总经理李光辉告诉现代
快报记者，今年“五一”，音乐节让他们的客流
比平时增长了一倍多。

9折住酒店、7折品美食，还有免费购物
券、景区折扣门票……南京推出的“1+3”优惠
活动，让不少前来看演唱会的观众提前感受
到了南京的“热情”。“我买了6月1日周深的
演唱会门票，联系了酒店，他们告诉我订房可

以享受携程价格的9折优惠。”“95后”小郭是
一个追星族，经常前往各地去看演唱会，这回
也是朋友告诉她，南京出台新政策，凭借演唱
会门票可以享受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优惠，
她看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离南京站比较近，
出行比较方便，就抱着试试的想法联系看看，
结果还真的有优惠。“真的是太好了！刚好赶
上端午节，我和朋友还可以去逛逛栖霞山、大
报恩寺这些景区，都有优惠。”

建议:增强票根兑换的便捷性
无论是常州“一张票玩转一座城”，还是镇

江“银发+票根”服务消费创新产品，抑或是南
京“1+3”优惠活动，实际上都是以票根为媒
介，把孤立的消费场景拧成了“一股绳”，让观
众延长停留时间，带动“二次消费”，从而实现
全场景消费模式。当前，江苏正以发展“票根
经济”为契机，将旅游、文化、娱乐等多个产业
深度融合，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消
费生态，提高消费市场的活力。

“票根经济是文旅促消费的新模式、新路
径，有力放大了文旅消费的关联效应。”在江
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江
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程俊杰
看来，想要更好发展“票根经济”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加强相关部门联动。票根经济的本
质在于以票根为纽带，串联不同消费领域，需
要推动跨部门协调，明晰权责边界，强化数据
共享。二是推动产业扬长补短。票根经济究
竟能产生多少消费关键在于推动满足消费者

“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需求的不同产业协同
发展，只有不断提升供给质量，才能接得住

“泼天富贵”。三是促进地区
因地制宜。各地应立足自身
禀赋优势、特色资源，聚焦不
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不断
优化创新产品和规则设计，
做好服务衔接，增强票根兑
换使用的便捷性。

撬动1.44亿元消费，票根经济如何发力
天气逐渐升温，江苏各大城市的演出市场也是热闹非凡，演唱

会、音乐节接踵而至，一场音乐节、一场演唱会往往成为人们奔赴
一座城的理由。五一假期，南京咪豆音乐节在票房收入之外，还
带动了餐饮住宿等旅游收入超1.44亿元。现如今，演出赛事成了
“行走的GDP”。从常州推出“一张票玩转一座城”活动，到镇江
首发“银发+票根”服务消费创新产品，再到南京推出“1+3”优惠
活动，原本不起眼的“小票根”变身为“通用优惠券”，你心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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