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服务自助冲印更显灵活出路一

受到数量价格制约成本过高原因

细分市场推出功能型微信书出路二

传统洗印时代变迁风光不再现象

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胡

阿姨说起照片的变革很是感慨：

“以前大多数百姓家中的白墙上

都挂着贴满照片的镜框，或是将

照片夹在桌上的透明玻璃下面以

作留念，现在这种胶卷老照片冲

洗越来越少了。”

正如胡阿姨所说，随着数码

相机、手机照相功能的提升以及

网络的迅速发展，昔日红火的传

统洗印行业，如今已风光不再。

越来越少的市民选择去照相馆冲

洗照片。日前，记者走访了城区

几家传统照相馆，业内人士一致

反映，如今顾客拍照是常事，但拍

出的照片洗不洗出来，倒显得不

那么计较了。

“估计真正洗出的只有拍照

时的 20%-30%，大多客人只要求

拷贝。”从事婚纱摄影行业的工作

人员田甜介绍，拍照并要求冲洗

的大多数是婚纱照、写真或是一

些有特殊用途的证件照，市民平

时来店洗生活照的已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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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店里的一款产品卖得

挺好，能把微信朋友圈的照片加

文字打印出来，并装订成册，作为

一种纪念。”ninikoo 私人印画负

责人胡宁宁表示，现在大家使用

微信比较频繁，一些生活照或者

人生感悟都会放在朋友圈，而微

信书就是能够把这些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整理出来，并进行版面和

照片合理地编排，最终印刷成一

本私人定制的书籍（见上图）。

“有些人会觉得做微信书无

意义，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留住

时光的小举动，还能给生活带来

感动，这些记录在将来某一天再

次翻看时，就会被触动，产生共

鸣。”胡宁宁说，我市也有不少市

民有此想法，所以微信书深受消

费者青睐。

据了解，微信书的定价分为

三档，经济版每张 0.6 元、文艺版

每张1元、精装版每张1.5元，一本

书原则上不超过 240 页，定制者

大多数是做成宝宝成长语录，作

为送给儿女的礼物。

除了有文字和照片的保留，

微信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朋

友圈的小视频可制成二维码放

入微信书，一扫便能看到灵动的

画面。

传统照相馆难寻觅 网上冲印成新潮

微信书一键定制朋友圈私人时光

一张照片，定格美好瞬间。随着数码产品的普及，照相也变得稀松平常。如今，上
个世纪流行的充满历史色彩的相册集早已落灰成为“老古董”，在顺应市场发展的前景
中，这个行业正在迈向转型和更细分的路上。

“拍的照片那么多，如果都洗

出来费用太高。”拍照达人王静谈

到冲洗照片，一脸心疼地表示，虽

然照片如今并非什么稀罕物，但

大多数市民不洗的原因，有不少

是认为冲洗价格不便宜，仅作存

储显得更为划算。

记者发现，现在洗印一张 6

寸的照片，价格基本在 1 元到 2

元之间，在大型照相馆，洗一张照

片则更贵。究其原因，不乏是如

今因为摄影、冲洗设备器械越来

越先进，在成本变高的同时普及

率反而下降，自然洗照片就贵了

起来。

不少年长的市民表示，小时

候洗照片，是因为没有其它途径

储存照片，必须洗出来，因为那时

普遍使用的都是胶卷照相机，不

冲洗无法看到影像，而且拍摄数

量也不多，所以花费不会过大。

“现在照相这么简单，随便一个手

机都可以拍摄，把照片存在电脑

里不仅无需花费，照片也不会泛

黄变色，更重要的是可以随时把

它发到网络上，第一时间跟朋友

们分享。”王静说。

照相多了，又不洗出来，还有

一个原因便是市民懒得特意去照

相馆冲洗。随着科技的进步，胶

片已逐渐淡出公众生活，以洗照

片为主的传统照相馆也日渐减

少，剩下的一些通常门面不大，蜗

居在高楼大厦间颇不显眼。

在科技不发达的以前，人们

选择把生活细节记录在纸上，而

如今，电脑、相机、智能手机的发

展使文字，图片、视频亦或是其他

具象物也成了保留记忆碎片的好

方法，能够更快捷更方便更生动

地呈现。

“前几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

家能够微信下单自助冲洗照片的

店，用手机一传，等洗好了再过去

拿或送上门，十分便利。”市民程

丽娟说的是一家名为天使爱乐园

摄影工作室的微店。该店负责人

李女士表示，为迎合大众的需求，

方便用户，两年前，她们推出了该

模式。

“反响很不错，现在我们不仅

有自助洗印服务，还承接相册、抱

枕、照片墙、胎毛加工等定制。”李

女士认为，照相馆转型，主要是人

流量的分配和消费心理的变化，

让洗印变得越来越简单，而衍生

产品则不断增加。

外卖商家齐刷刷亮证
消费者吃上“定心丸”

网络食品新规
为“宅经济”护航
□记者 应柳依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正式实

施已两月有余，办法规定所有电商平台将一律下

线没有视频或者餐饮经营许可证的商家，也就是

说，网络外卖平台各商家必须在其经营活动主页

显著位置亮证。那么，我市商家是否能遵守新的

“游戏准则”呢？

以往餐饮质量好赖全凭运气
一端连着有快捷食物需求的消费群体，另一

端则系着亟需扩大知名度的商家，连接两头的网

络食品服务平台则是该服务链的媒介和保障。随

着外卖服务渐成日常所需，诸多问题也一一暴露。

“对新店的尝试主要基于同事推荐或查看该

店的打分和评价。”在总部中心上班的陈女士说，

能否吃上心满意足的食物主要靠的还是运气。

对于外卖商家卫生质量不达标或经营资质

等问题，陈女士表示，各大平台似乎都没有固定

标准，过于讲究怕是每家都不能吃了。跟陈女士

一样忽视最为重要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市民不在

少数，大多订餐者的选择标准主要还是餐品的口

味以及送餐的速度等因素。

抽样检查商家基本已亮证
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有时也会质疑商家是

否合乎经营资质，但苦于了解无门，致电商家询

问，通常得到的是模糊的回复。对此，新出台的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强势加码监

管力度，给消费者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办法》规定，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的食

品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

示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关信息应当画面清晰，

容易辨识。同时还要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要实名登记入网经营者，审核入网经营者证

照，并且承担相关责任。

根据要求，各平台自身率先执行“30 个工作

日内备案”等规定，而对于食品行业商家，也统一

进行规则调整，并开发行业准入系统，包括资质

要求、审核标准、清退机制等，符合要求的商家会

在店铺页面公示其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记者也登陆了在我市覆盖面较广的美团、大

众点评、饿了么三大外卖平台查看具体执行情

况。随机点击外卖商家，在“详情”一栏最下方，

点击“查看商家资质”，可看到入驻商家不约而同

地亮出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餐饮服务

许可证等相关从业资质。

登记资料信息应受严格查证
不过，在抽样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尽管亮证

率看似交了一个满分答卷，实则仍有许多方面未

到位。巡视各大平台，均存在部分资料缺失，有

的商户基本只上传了最为基础的营业执照，并未

严格达到新规标准；而在相关信息清晰这一点则

全体亮起了红灯，模糊不清的材料或者点击上传

照片因无法放大查看，导致无法在资料里辨别店

名，只能隐约看到“营业执照”等几个大字。

除了以上几点，部分店铺还存在超范围经

营、资料名称与平台无法对上号等问题。如仅持

有一般的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店铺却利用订餐平

台从事餐饮加工制作和销售，存在极大的食品安

全隐患。

第三方平台最根本的是要通过自查发现问

题，另外，作为商户也要尽职做好自我审查工作，

应当主动把相关信息公示出来。

□记者 应柳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