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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飯預訂依然火熱
在深圳工作的王先生對本報記者說，

「我今年沒回老家，因為父母來深圳過
年，所以挑選了一家比較有名的餐館，預

訂了年夜飯。春節期間，也會陪父母到處逛逛，去
深圳一些旅遊景點，吃吃喝喝，開開心心過節。」

每年的年夜飯都是品牌餐館的必爭之地，今年亦
不例外。記者走訪了解到，有不少餐館反映年夜飯
的預訂量非常高，一些餐廳的包廂處於訂滿的狀
態。上述江南廚子的門店負責人說，春節期間不打
烊，元旦後各項準備工作就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
包括食材的採購、人員的儲備等。

也並不是每家飯館都堅持春節期間不打烊，像雷
春鋒運營的牛肉店在春節期間就暫停營業，他說讓
員工們放假回家過個好年，年後再戰。在雷春鋒看

來，年夜飯是大品
牌 餐 企 爭 食 的 肥
肉，而開在社區的
小飯館，基本沒什
麼機會參與其中，有
很多小餐館會選擇在
春節期間停業。 「今年
春節，可能在深圳工作的很
多人，都要回老家過年，因為去
年春節期間，很多公司鼓勵員工留深過年。當然，
也有很多人到深圳遊玩，還有很多老年人到深圳與
子女團聚，這些也都利好餐飲業。」雷春鋒說。

廣東省餐飲服務行業協會秘書長程鋼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元旦之後，在深圳、廣州等一線

城市，可以看到這段時間的餐飲業有復蘇跡象，相
信年夜飯及春節期間的餐飲市場，都有一定程度的
恢復。這對餐飲企業來說無疑是一種信心的提振，
但餐飲業能否就此進入復蘇期，需要觀察春節之後
的消費情況才能明確。

回首過去三年，在餐飲行業摸滾打爬已
20多年的雷春鋒感慨良多。他坦言，疫情
三年，餐飲行業備受摧殘，無論是自己還是

身邊做餐飲業的朋友，這三年都損失不小，期間他們
有的止損離場，有的負債累累，不得不賣房維持經
營。 「真的太難了，能熬到現在的都不容易。走過慘
淡的日子後，希望今年的餐飲業能夠慢慢回血。」

疫情期間，深圳出台一系列助力餐企渡過難關的
政策，比如出台了助企紓困 「30條」、促消費 「30
條」等措施，在減稅退稅、緩繳或減免社會保險費
等方面，為企業減負。在需求側，深圳市、區層面

都組織了多輪消費券的發放。直到春節前夕，各區
仍在接力發放消費券，以期刺激消費，其中餐飲業
在其中佔據一定的份額。

在程鋼看來，消費券的發放應側重線下的消費，
尤其是促進線下餐飲業的消費，集中釋放活力，或
以專門的餐飲業消費券，這樣更有可能拉動整體線
下商業的繁榮，並且更具可持續性。

展望 2023 年全年，上述江南廚子的門店負責人
說，元旦以來，生意還算不錯，開了個好頭，預
計今年整體情況會比疫情期間的年份好一些。雷
春鋒則表示要審慎樂觀，他預計今年的行情能夠

恢復到疫情前的八成左右，但行業之間的競爭依
然存在。

「餐飲業的恢復程度，要看農曆正月十五之後
的行情，因為自那之後，長假過完，外來務工人
員也基本回歸崗位，各行各業開始回歸正常的運
作。」程鋼說，餐飲業能否回血，需要多方聚
力，除了地方政府在某個階段提供一些 「補藥」
外，餐企亦需要自立自強，需要精益化運營、精
細化投資，即在投資上不要盲目過度，在運營上
要精打細算，對客戶要服務周到，如此才能為復
蘇打牢根基。

業界準備好滿血復活

節前，本報記者到知名餐飲品牌江南廚子
位於深圳某商圈的一家門店採訪，該門店的
負責人正忙着招呼前來就餐的顧客。安排妥

當後，該負責人便和記者聊起了最近深圳餐飲業的行
情。他說，從去年12月底以來，到店就餐的人數就開
始逐漸增多，春節前非常忙碌，每天午市和晚市基本
上座無虛席，切實感受到餐飲業復蘇態勢比較明顯。

在深圳某大型廣場的一家品牌餐廳門前，記者看到
有不少消費者在等號就餐。期間，陸續有穿着外賣平
台服裝的小哥穿梭，取餐後匆匆離開。 「我們一家都
康復後，出來吃一頓大餐慶祝一下，就這麽簡單，而
且出來吃飯也是營造一種團圓氛圍。」一位拖家帶口
的中年男子對記者如是說。

在南山區前海龍海商業廣場，潮汕華發牛肉店創始
人雷春鋒運營的牛肉店有聲有色。這是一家開在社
區、店面上下兩層面積約60平方米的牛肉店，在飯
點時間也是門庭若市。雷春鋒告訴本報記者，近期深
圳餐飲業回暖的態勢明顯，以元旦為分界點，冷暖分
明，進入2023年以來，隨着顧客陸續到店就餐，生
意日漸好轉。

業內人士分析指，近期深圳餐飲業回暖，主要是
深圳疫情高峰期已過，康復後的消費者出門就餐已
無太多顧慮，加上節前有不少宴會舉
辦，也有公司年前舉行聚餐，使得
生意紅火。

生意日漸好轉

2023年初深圳餐飲市場加快復蘇步伐，城市裏的煙火氣逐漸
回歸。本報記者近日走訪深圳的美食街、商圈、社區發現，不少
食肆生意火爆，有的門店甚至要排號就餐。受訪的餐飲從業者表
示，自元旦到春節期間，深圳餐飲消費就開始強勁復蘇，給今年
開了一個好局，他們預計今年市場會逐步回血，餐飲業將會迎來
一場翻身仗。 香港商報記者 朱輝豪

深圳餐飲大回暖
食肆旺 煙火氣 年味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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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華發牛肉店創始人雷春鋒
運營的店舖做得有聲有色。

香港商報記者朱輝豪 攝
港式奶茶在深圳備受追捧。

香港商報記者朱輝豪 攝

之二

粵外貿創新高
穩居全國第一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 通訊員陳琳、呂美錦
報道：據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最新統計，2022年，廣東
外貿進出口總值 8.31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

2021 年增長 0.5%。其中，出口 5.33 萬億元，增長
5.5%；進口2.98萬億元，下降7.4%。

2022年，廣東進出口總值在上年高基數的基礎上實
現正增長，再創歷史新高，佔全國進出口總值的
19.8%，穩居全國外貿第一大省的地位，顯示廣東進
出口較強的韌性。

分析去年廣東貿易夥伴數據可以發現，粵對
傳統貿易夥伴優勢保持，新興市場開拓有力。
2022年，廣東前5大貿易夥伴分別為東盟、中國
香港、美國、歐盟和中國台灣，除對中國香港
進 出 口 下 降 9.7% 外 ， 其 餘 分 別 增 長 9.1% 、
5.4%、4.6%和 1.6%。此外，對 「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增長10.3%、拉丁美洲增長9.5%、其它金
磚四國增長9.3%。

值得一提的，民營企業在廣東貿易發展中展現

出較強的活力。2022年，廣東民營企業進出口4.78萬
億元，增長2.5%，佔廣東外貿總值的57.6%，較上年
提升1.1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則實現快速增長。2022
年，廣東國有企業進出口 4817.6億元，增長13.3%，
較廣東整體外貿增速快12.8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企業
3.03萬億元，下降3.9%。

深圳出口監管倉
為外貿注新活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據深圳海關最新
統計，2022年，深圳關區出口監管倉出口總值1628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6.5%，為深圳外貿出口注入新
活力。

出口監管倉庫是指對已辦結海關出口手續的貨物進
行存儲、保稅物流配送、提供流通性增值服務的海關

專用監管倉庫。深圳海關充分發揮出口監管倉
「小而精」 「小而特」 「小而新」散貨集拚進

出靈活的優勢，便利出口貨物流轉，助力企業
降本提效，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深圳海關創新物流一體化改革舉措，推出
「出口監管倉+灣區海鐵通」 「出口監管倉+

灣區陸海通」疊加監管模式，藉助 24 小時自
動核放卡口的自動施解封及可視化電子關鎖的
衛星定位、全程軌跡、視頻監控功能，實現出
口貨物在數據流、軌跡流、視頻流關區一體化

監管下的 「區港聯動」和抵港直裝，大幅度提升通關
效率，降低企業綜合通關成本。

港珠澳大橋海關保障
供港供澳「年貨」順暢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 通訊員陳銳帆報道：1
月18日早晨，一輛滿載利是封、春聯等 「年貨」的跨
境貨車抵達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經 「一站式」
驗放系統自動驗放，不到5分鐘便完成了全部通關手
續。與香港、澳門相連的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是
供港、供澳民生物資的重要通道，隨着春節臨近，每
天都有一輛輛滿載年貨的跨境貨車從這裏通關出口，
運到港澳千家萬戶。

港珠澳大橋海關副關長劉彥君介紹，港珠澳大橋開
通以後，大橋口岸成為珠江口西岸鮮活水產品供港的
主要通道之一。鮮活產品為了趕第二天的早市，經常
在夜間或凌晨通關。對於鮮活產品，都會安排優先檢
查，全力保障魚蝦等鮮活水產保 「鮮」供應。

最高檢決定逮捕陳如桂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消息，廣東省人大常委會

原黨組成員、副主任陳如桂涉嫌受賄一案，由國家監
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日前，
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賄罪對陳如桂作出逮捕
決定。該案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直通南粵

1 号线部分区段 1 月 23 日、25 日推迟开站服务时间
受深圳地铁1号线大修施工作业影响，2023年1月23日（正月初二）

大剧院站至罗湖站区段（含大剧院、老街、国贸、罗湖）、1月25日（正
月初四）深大站至竹子林站区段（含深大、高新园、白石洲、世界之窗、
华侨城、侨城东、竹子林），将推迟开站运营服务时间至上午 9点 ( 预
计 )，其余区段各站维持正常服务时间不变。届时，受影响区段将提供
公交接驳服务。

请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详情可留意车站公告、广播及深圳地铁
官方 APP、官方微博、微信平台。

特此公告！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1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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