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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春节特别报道

1月22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走进绵阳科技城新区西片区，在
绵阳城市新中心建设区域，见证了一场
颇有意义的揭牌仪式。

上午10点，身穿工作服的建设者们
走到台前，缓缓拉开红色幕布，为科技湖
公园揭牌。

作为绵阳城市新中心建设工作中首
个交付投用项目，科技湖公园建设面积
233亩，其中绿化面积5.2万平方米，园路
及铺装面积4.6万平方米，人工湖面积
4.98万平方米。绵阳新路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任宇洪介绍，公园整体以
“科技云”为设计雏形，结合原有山水文

脉，以“线性的流动、拱形的韵律、宜人的
尺度”，链接城市营造与科技创新，形成一
个现代科技与人文共享的公共空间。整
个公园还配有环湖灯带、雾森等声光设
施，流光溢彩，科技感十足，通过复合型、
全龄化、互动感的场景营造，打造成一种

“山、水、人、科技”融合的独特人文景致。
漫步公园，迎面碰到不少当地村

民。鼓楼村四组村民范海之满脸兴奋，
他告诉记者，以前这里就是一片水塘，没
想到现在变成了这么好的公园。今后逛
公园再也不用跑城里了，家门口就能遛
弯晒太阳，感觉太巴适了。

看着科技湖公园从蓝图变为实景，
建设者们也十分自豪，尤其是得到大家

的认可肯定，非常有成就感。
据了解，此次与科技湖公园同时交

付的，还有云水滴、人行天桥、安昌河水
环境治理工程先期实施段等子项工程，
同时，为了方便绵阳高新区与安州区市
民来园参观，西片区起步区支路网工程
部分道路也已开通。

绵阳科技城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科技湖公园不仅是西片区环境改造提升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之城”
CBD中心区域最重要的公共开放空间。
在科技湖公园周边，科技金融街（一期）、

“云上双城”、科技服务中心等重点项目
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航拍科技湖公园。绵阳科技城新区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火车南
站是成都地铁1号、7号、18号线三线换
乘站，同时与铁路成都南站连通，日均
进出站和换乘量分别达到5.4万、5.3万
和19.2万人次。春运出行高峰即将到
来，这个地铁枢纽站如何应对激增的
客流？

1月22日上午11点10分，记者在火

车南站现场看到，大批乘客通过便捷
通道从火车站涌入地铁火车南站。成
都地铁运营公司火车南站站区长刘阳
介绍，目前地铁承担了70%的铁路换
乘客流。根据预测，今年春运成都南
站单日高峰客流将突破6万人次。地
铁站每日与火车站对接，提前掌握购
票人数和旅客到达时间，在乘客到站

前，安排专人在接口处进行引导，确保
旅客顺利换乘。

“我们还针对大面积旅客滞留的情
况，做了专项客运组织方案。”刘阳说。
此前，地铁站已联动铁路成都南站和地
铁公安开展演练。在客流最高峰时段，
地铁站安排了60多名工作人员、40多名
保安，在楼梯口、闸机口等关键部位进行

引导，防止站内拥堵。
刘阳介绍，整个春运期间，成都地

铁增加了上线的列车数，压缩了地铁
的运行间隔，以确保整个线网运力充
足。2月3日（大年初六）、4日（大年初
七），成都地铁全线网将延长运营服务
时间50到60分钟，保障节后返程旅客
出行。

蛇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夜饭
预订开始火热。美团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该平台上“年夜饭预订”“年夜饭餐厅
推荐”相关搜索量月环比提升256%，年夜
饭线上预订量同比增长305%。

与此同时，方便快捷的年夜饭预制
菜也越发走俏，各种餐企、商超、生鲜电
商等都聚焦家宴场景，纷纷推出特色菜
品和礼盒。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走访了成都多家线下商超，看到蒸
炸煎煮各色预制菜品一应俱全。线上销
售也十分火热，某电商平台293元8个菜
的年夜饭套餐已售超5000单。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预
制菜和半成品已成为年夜饭市场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相关促消费政策红利的推
动，春节期间餐饮消费有望进一步提升。

线下商超种类繁多
399元的佛跳墙销售走俏

佛跳墙、八宝饭、海鲜礼盒、金汤酸
菜鱼、梅菜扣肉……1月22日，记者在成
都建设路附近某大型商超看到，市民们
忙着采购商品，预制菜也成为热销的产
品之一。“买过很多次了，这种生鲜商超
卖的预制菜比较放心。”市民刘强说，他
准备买一份佛跳墙套装，作为除夕年夜
饭的一道主菜。

刘强所说的佛跳墙，包含干贝、蹄
筋、鲍鱼、鱼肚、海参等众多食材，售价
339元。“最近这款佛跳墙销量很好，食材
都展示出来了，所以大家买着放心。”销
售人员表示，只需要加水慢炖，半小时左
右就可以食用。

在成都牛王庙的一家生鲜商超中，
记者看到更多种类的预制菜产品，如胡
椒猪肚鸡、港式花椒鸡、龙眼烧白、粉蒸
肉、夹沙肉、梅菜扣肉、牛肉饼、爆浆糍
粑、素馅春卷、脆皮香蕉、手抓饼、牛肉披
萨等全预制和半预制产品，购买的人也

很多。
记者走访发现，年轻消费者对预制

菜的接受度更高，不少受访者都曾多
次买过预制菜。此外也有不少中年消
费者选择为年夜饭加入一道预制菜，

“年夜饭肯定要丰盛些嘛，有些菜做起
来很麻烦，预制菜是一个选择。”市民
毕阿姨说。

电商平台销售火热
293元套餐已售5000余单

在线上平台，预制菜销售也十分火
爆，商家推出了更多品种、档次的预制菜
年夜饭套餐供顾客选择。

在某电商平台上，有商家推出“高端
餐厅预制菜年货礼盒”，原价369元券后
293元，其中包含大虾仁、蚝油牛肉、农家
千张包、蜜汁叉烧、糟溜黑鱼片、香菇面
筋、浓汤鲍鱼佛跳墙、八宝饭等8道菜品，
销量显示已售5000余单。

此外，也有不少单个菜品受到热

捧。比如一款199元的鲍参佛跳墙
（1.5kg），显示已售7000余单，其中包含
8只鲍鱼、8根刺参，以及花胶、螺片、猪蹄
筋等9种食材。另一方面，一些知名餐饮
企业也在积极推出自家产品：如广州酒
家、杏花楼、松鹤楼、西贝等推出的预制
菜年货礼盒，均是热销款。

在线上平台，选择预制菜的消费者
不在少数。有生鲜平台的调查数据显
示，33%的受访者在年夜饭的制作上会
选择自己做+搭配预制菜助攻，21%的受
访者选择直接预制菜套餐。

有望成为万亿规模赛道
资本发力相继入局

近年来，预制菜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中国连锁餐饮报告显示，2026年我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年均
复合增速超20%。

天眼查专业版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预制菜相关企业

超6.8万家。从企业注册数量趋势来看，
2020年以前，预制菜相关企业的注册数
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而2024年已
呈现出数量顶峰态势，环比增长达
135%。

预制菜行业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
资本相继入局。

日前，预制菜龙头企业安井食品向
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谋划“A+H”双重
上市。另一方面，“鞋王”贵人鸟、零食企
业三只松鼠也相继跨界预制菜。

1月9日，贵人鸟变更为金鹤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11
月，“金鹤鲜食米饭”首款产品开始在抖
音、小象超市等平台销售，主打卖点为

“日本生产线无菌生产”。2024年12月，
安徽围裙阿姨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经营
范围涵盖预制菜销售及加工等多个领
域，该公司由三只松鼠全资持股。

行业呈现“冰火两重天”
没有国标仍是主要问题

朱丹蓬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目前预制菜行业是“冰火两重天”。从政
策端来说，国家在大力推行推广预制菜，
资本端也虎视眈眈地积极赋能，产业端
更是信心百倍跑马圈地，加快速度。但
在消费端，消费者并没有完全接受预制
菜，导致做预制菜的餐饮企业如履薄
冰。“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国家标准，虽
然之前发布了两个政策指引，包括预制
菜不含防腐剂和全程冷链，但是我觉得
这还不够。”

朱丹蓬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固定
的中央工厂，从食品安全、色香味还原
度、工艺流程、营养价值方面来说，预制
菜都会大打折扣。另外，要从菜系来分，
或者从品类来分，细化到川菜、粤菜等分
别要达到怎样的标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成都某商超内琳琅满目的预制菜菜品。马梦飞 摄

水塘变公园 绵阳科技湖公园建成投用

293元8个菜的预制年夜饭销售火爆
专家：没有国标仍是行业主要问题

大年初六和初七成都地铁运营时间延长50到6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