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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洁

有了堂食，城市才有了烟火气。
在经历了十多天的漫长等待，堂食

终于恢复了。“现在几乎每天一睁眼就开
始回复群里的消息，好像比原来更忙
了。”12月6日中午，刚刚下播的一耕火锅

店店主王雪告诉记者，最近几天，她既要
兼顾门店的大小事宜，关注门店运营状
况和人员排班，又要给各个门店派单为
消费者答疑。她说：“我们要付租金，要
给员工发工资，希望自己做的品牌能活
下去。如果能把这些都挣出来，哪怕通
宵直播，我也不觉得辛苦。”

餐饮业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
之一，但部分餐饮企业并未就此“躺
平”。暂停堂食期间，餐饮人的脚步却
没有停下来。

“以前店里每天都有人排队，没时
间，也没想过去直播。疫情期间，无法忍
受每天的零收入，在家第三天，我就开通
了直播。”设计套餐、准备文案、买直播工
具，自己摸索几天后，王雪逐渐找到一些
门道。“抖音上卖衣服的、教化妆的、剪头
发的，各行各业，干什么的都有。可能你
去刷的时候根本不是为了找吃的，但是
你现在看到了，你想吃了，我们就是成功
的。哪怕你没下单，但你刷到我们，一
次、两次、三次，总能记得。”

“亲，我们直播间‘正常营业’，下方
链接里可以自己选择套餐，您一定要看
一下9块9的牛肉……”直播期间，这句
话王雪每天要重复几十次。由于直播
团队为临时组建，平时忙于厨房和运营
的“主播”们，在首次面对镜头时也曾出
现尴尬、发呆的小插曲，但随着每次直
播后的反思与总结经验，王雪和同事们
的语言组织能力与控场能力也随之提
高。这一过程也被他们戏称为“摸着石
头过河”。

目前，王雪每天通过直播间能卖出
几千元的餐品。但这需要她在镜头前

熬到深夜，跟所有进入直播间的用户互
动。王雪让记者看了自己的抖音平台
业绩数据并说：“11月20日1.77万元、21
日 1.72 万元、22 日 2.17 万元、23 日 4980
元……11月20日开始硬着头皮开直播，
不逼一下自己永远不知道哪里才是下
一步，哪里才是出路。”

“比起平台上冷冰冰的外卖链接，直
播间能亲眼看到货真价实的食品，特别
是热气腾腾刚出锅的时候特别诱人。”市
民秦俊霞表示，现在短视频平台会根据
用户和地址自动推送附近的商家，可选
择的商家特别多。“疫情期间商家直播的
价格非常合适，我们囤了不少堂食套餐
券等着以后用，薅了不少羊毛！”

虽然堂食已经恢复，但线下消费的
恢复是逐渐爬坡的过程。对人力和预
算有限的小店来说，直播间卖餐曾经是
堂食关闭时期的雪中送炭。如今堂食
恢复，商家们依然没有放弃直播，因为
疫情过后，预期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未
如期而至。“对于‘后疫情时代’，人们还
在持观望态度，尤其最近网上不少信息
提示，要减少非必要外出，不聚集少流
动，所以虽然开放堂食了，出来吃饭的
人并不多。”开发区等风塘素食店店主
王霞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自11月15日
起，聊城市救助服务中心启动2022年‘寒
冬送温暖’暨‘水城暖心港湾’专项救助
行动，畅通救助热线，通过主动救助、快
速救助、分类救助、延伸救助、联动救助
等救助方式，聚合多方救助力量，确保生
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等街面困难群
体得到及时有效救助，安全温暖过冬。”
12月7日，聊城市救助服务中心业务科科
长郭峰介绍说，专项救助行动统筹社会
力量、发挥部门联动协同作用，并持续加
大街面巡查力度，采取“白+黑”“5+2”巡
查模式，第一时间发现并实施救助。

市救助服务中心始终秉持着“以人
为本、为民解困、自愿救助、无偿救助”的
工作原则，不断提升救助服务质量和水
平，在流浪乞讨人员的帮扶救助中体现

社会工作的理念与精神，工作作风提升，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11月底，中心共
救助 202 人次，护送返乡 102 人次，其中
未成年13人次。

全力打造区域性救助服务高地。建
立“在聊流浪乞讨人员动态信息库”，与
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公安等部门信息共
享；在中心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实践基
地”“法治教育及法律服务实践基地”“受
助人员心理健康辅导站”，为救助人员提
供全方位服务。形成由1个市级救助服
务大中心、11个县（区）级救助点、135个
乡镇（街道）临时救助点、6000 余个村救
助咨询引导点组成的四级救助管理网
络；由5000余名综治网格员担任流浪乞
讨救助联络员、6606 名乡镇民政部门儿
童督导员和村级儿童主任担任救助信息

员。在城区成立了爱心救助志愿服务点
和水城流动救助站，组建了由环卫工人、
外卖小哥等社会力量组成的日常寻找流
浪乞讨人员的志愿者和救助政策的宣传
者队伍，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救助体系网
络。

在中心设立专门社工科，配置10余
个专业社工岗位，积极探索“社工+志愿
服务+义工”联动模式，组建关爱老年人、
关爱未成年人、救助寻亲等五支队伍，为
流浪乞讨人群提供社会融入、心理疏导
等个性化、差异化服务。

构建全方位宽领域的未成年人关爱
服务体系。聊城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采用“一窗口+六中心”模式，整合社
工、法律、心理、社会组织等各类资源，面
向两类儿童——流浪乞讨儿童和困境

（留守）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同时，
市未保中心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
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合作开展“护童成长·
有我在伴”服务项目，创新性开展“守童
心”需求评估与信息管理计划、“筑童力”
支持力量培育计划等活动，打造一批包
括“童伴妈妈”师友配对支持行动，“阳光
心语”心理关怀支持计划等在内的具有
聊城特色的关爱困境（留守）儿童的公益
性品牌活动。

市救助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深入
乡村、街道基层，对聊城市范围内40余户
重点返乡受助人员进行回访，对其易流
浪风险进行评估，以便后续开展对该类
人员的动态管理、跟踪服务、点对点帮扶
工作，同时进一步完善了重点返乡人员
信息台账和易走失信息库。

市救助服务中心为街面困难人员铺设温暖之路

“亲，我们直播间‘正常营业’”

王雪在自己的火锅店内直播售卖双人套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