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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如今的达州
餐饮业发展势头迅猛，竞争也趋白热化。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在我市商务局、食
药局的政策管控与引导创新升级中，达州
餐饮业的经营态势逐步回落，稳中有升，大
众化、品质化、连锁化在行业中形成普遍共
识。尤其是近几年出现的规模小而精致的
个性化特色餐饮业，凸显出这个时期全市
餐饮业发展的多元化和创新意识的明显提
升。

餐饮从业人员45000余人，按平均每
月每人2500元工资计算，达州餐饮业每月
人力成本现金支出在1.125亿元，加上包吃
包住的开销，实际支出成本接近2亿元。
以目前14000家餐饮服务单位来看，平均
到每个企业也就4人不到，这里面还包括
后厨、管理人员，服务餐饮一线的人力资源
还远远不够。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未来我市餐饮业对
服务型人才将会有更高的需求。

十年前，我市餐饮服务人员非常之多，
年龄结构普遍在18到30岁之间，而现在的
一些传统型的餐饮门店，30到50岁者占了
多数。从多家传统型餐饮业的用工情况来
看，达州餐饮业服务人员较之十年前相比，
人员少，且明显趋向大龄化，而且流动频
繁。

与2012年相比，餐饮企业和从业人员
的增长反映了我市餐饮业发展的持续繁荣
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而行业服务人才的匮
乏、频繁流动，也是当今达州餐饮业转型升
级过程中急需突破的瓶颈。

达州餐饮业出现“用工荒”，这与经济
结构优化调整拓展了更多就业渠道不无关
系。同时，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加
剧，90后年轻人思维活跃，受教育程度和
接收的新事物较之80、70后更高、更多，其
择业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再者，部分餐饮
经营者原地踏步，一味走传统老路线，与时
代脱节，其工作氛围、节奏与年轻人期望的
不相符合。

据记者调查，达城一些餐饮门店除了
不停地营业，还有两个“不停”，就是随时都
在不停地走人、不停地招人。这样的餐企，
服务人员流动性大，服务质量下降。餐企
顶层思维与底层服务目的不一致，这些餐
饮企业缺乏对服务一线人员的综合素质培
训，个别餐饮企业用工制度有失公允。这
样的结果是服务者感受不到企业的“体
温”，消费者也不会感受到来自服务一线的
贴心服务。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和谐，人们已
经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生活与工作领域是相
互服务、依存的关系，工种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只有服务优劣之别。未来餐饮业的竞
争，在回归产品本身的同时，核心就是服务
人才的竞争，尤其是一线综合技能型服务
人才的竞争。

互联网联通全球，信息化的加剧让生
活、工作变得更加透明，年轻一代从事自己
喜欢的就业门路更为广阔。作为90后青
年一代，接收的新鲜事物多，思维活跃，除
了对应在高学历、高技术的专业岗位上以
外，一些初、高中学历者，更愿意投身于销
售、电子商务或是职业技术领域，相比餐饮
服务的单一和重复，他们觉得前述职业更
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积累阅历。

近几年，达州兴起的小而精的时尚、个
性化餐饮企业不在少数，就餐环境、就餐方
式、就餐人群，都凸显出新时代年轻一族的
消费元素和特征。这些个性化的餐饮业集
聚了更多年轻的服务人员，服务氛围和服
务方式更适合属于他们这个充满朝气的群
体。此类新生代餐饮业虽然对于传统中餐

业是一个冲击，但相互交替竞争必然是好
事，这就要求传统中餐行业在传承“味道记
忆”的同时，还要循着潮流的跫音，交融创
造属于新时代、新消费群、新服务人的个性
化餐饮企业，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吸纳
优质服务人才。

达城有部分传统型中餐酒楼，早前就
借助互联网+，已经开启了经营的新模
式。从其就餐的群体、一线服务人员的精
神面貌可见端倪，企业管理实现了制度化、
人性化、精细化，充分运用信息科技，融合
关联产品，引进各地美食与传统川菜相互
交融，既在传承，又在创新，不故步自封，不
自娱自乐，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重点，形成
了多元化的经营业态，常年宾客盈门，在业
界显赫一方。其内部管理人才稳固，一线
服务人员全面年轻化，体现出当代餐饮企
业的朝气与活力。

其他餐饮一线服务人员普遍大龄化，
主要是女性从业者，她们尽心尽职，多是从
事从厨房后台到餐桌的传菜、上菜工作，客
人就餐完毕后，再收捡餐具，工作时间不算
长，劳动强度不算大。因多方原因，比如孩

子教育、老人生病赡养等等，不能在较长时
期在同一个门店上班，流动性相对较大。
加之缺乏行业服务的系统培训，不能更好
地向消费者传递企业的服务内涵。比如，
在一些传统型的中餐酒楼，环境、菜品的样
式、品类都堪称一绝，服务很是谦和，单单
不能介绍美食赋予的寓意。由于人员少，
一个一线服务者担当了传菜、上菜、拿酒、
倒水等多种服务工作，工作效率不强，客人
满意度不高。

有部分小餐饮门店的人手更显紧缺，
特别是一些小面馆、家庭作坊式小餐馆，服
务一线人员的年龄甚至到了60岁左右。

达州餐饮业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其
对社会的贡献包括解决就业、方便就餐和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都不容小觑。而今，
行业经营透明化、消费者消费理性化让二
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餐饮服务一线
人员也充分感受到了来自消费者的文明风
尚，自身的成就感、获得感越来越多。他们
在这个领域收获了事业和爱情，与众多行
业一道，一同分享、见证了属于达州城市的
繁荣和幸福。

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未来人们对于
餐饮、旅游休闲消费的需求也会与日俱增，
这是大众百姓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最直接
的消费期望和体验。

当前，达州已成为八纵八横高铁线交
汇的城市，形成了公路、铁路、水路、航
空立体联运发展的格局，这为达州下一步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结合城市用地
功能布局、轨道交通线网、骨架路网走向
以及现状地下空间分布，市区规划将形成
“一环五轴六核多点”的地下空间总体结
构。达州形象和知名度在国民心中迅速
“拔高”，便捷的交通将催生我市旅游业的
兴盛热潮，餐饮服务业也将同步迎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达州在迅速崛起，达州餐饮业在发展
的历史当口必定要有深度作为，与“达州
名片”并驾齐驱。不管是体现达州民俗风
情的特色美食街打造，还是个体餐饮门店
的提档升级，作为餐饮经营者，都要继续
以大众化、个性化、多元化的精致特色店
为发展导向，在传承地方美食文化的同
时，还要更进一步借鉴“他山之‘食
’”，融会贯通，挖掘创造更多属于这个
新时代、新潮流的达州特色餐饮业，全面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满足当今达州市民
和游客就餐的新需求。如此，行业必将更
新旺，服务人才更广阔。

(本报记者 戚劲松)

达州餐饮业，
如何突破“用工荒”瓶颈

日前，记者从达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了解到，2017年的达州餐饮业有这
样一组数据：全市餐饮服务单位共计
14000余家，其中持证9500家、小餐饮
4500家（备案），A级84家，B级457家。
比2012年增加5500家；从业人员45000
余人，比2012年增加16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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