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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只是美团、饿了么“双雄争霸”的外卖领
域不断迎来挑战者。日前，一则关于“抖音将于3
月1日全面上线外卖”的消息，使本地生活市场热
度再起。虽然抖音方面予以否认，但记者了解
到，抖音的“团购配送”项目目前仍在北京、上海、
成都试点，近期已逐渐开放这三个城市的商家自
助入驻。

记者在抖音输入“外卖”发现，成都已有许多入
驻商家提供“外卖到家”业务，其中包括颇有知名
度的川西坝子、何师烧烤等。门店有多种“外卖
到家”套餐，用户下单后，页面会提示预计送达时
间。或许因为只是试点，目前抖音的外卖业务与美
团、饿了么仍存在较大差别，不仅商家数量和种

类都少很多，用户也只能选择商家设定好的套餐。
业内人士表示，抖音进入本地生活市场先天

拥有流量优势，其对外卖领域的野心也早有端
倪。2022年8月，饿了么与抖音达成合作，以小程
序为载体，助力数百万商家为6亿抖音日活用户提
供“即看、即点、即达”的本地生活服务；2022年12
月，达达快送与抖音生活服务达成战略合作，为抖
音平台上的餐饮商家提供同城配送解决方案。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近年来，本地生活行业发
展迅猛，预计到2025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

模将达到35.3万亿元。因此不仅仅是抖音在步步
逼近本地生活市场，国内头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
都试图入场分一杯羹，京东、快手都曾被传出入局
外卖业务。对于本地生活市场大战一触即发，网
友们十分激动，当天就将“抖音上线外卖”送上了
热搜，“可以边刷视频边点餐了”“网红新思路，做
饭+直播保证外卖新鲜”。看热闹不嫌事大，许多
评论纷纷表示期待价格战：“平台打起来，消费者
就有福利了”“卷起来，谁便宜我选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纪涛

短视频巨头步步逼近 本地生活市场大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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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全球爆火
谈“颠覆”或许还早了点

成都生活周刊 CHENGDU LIFE WEEKLY

对于房产地产市场的支持政策还在持续出台。日前，四川省政府发布关于印发《聚焦高质
量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第七点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优化住房限购、限售、二套房认定标准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动态调整首套房贷
款利率下限，落实居民个人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与之相应，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回暖迹象——相关数据显示：1月当月成都新房成交8479
套，比去年2月（春节月）上涨25%。值得一提的是，春节期间，成都各大住宅项目均呈现了“热销”
状态，让市场对2023年的成都楼市前景充满了期待。

政策政策持续释放信号
成都楼市迎来“小阳春”

“上班第一天就接到近 30 组客户咨
询。”贝壳找房工作人员李东的语气里满是
笑意，“有同事3天就签了7单，基本是谈一
个成一个，接下来楼市还将继续回暖。”

“目前我们项目已有超 500 组意向客
户了。”华润中环天序的置业顾问给出的数
字也释放着暖意。

在春节假期里，成都楼市回暖就已
有迹可循：招商时代公园、天府公园未
来城、武侯金茂府等主城区改善项目，
加推房源开盘即售罄；麓湖板块多个住
宅项目保持每天成交 2-3 套的节奏；中
铁建新川樾春节期间单日成交超过 20
套；锦江赋、华润中环天序、新希望锦官
天樾等在元宵节单日迎来上百组的到
访……

相关数据显示：1 月成都新房成交
8479套，成交面积114万平米。今年1月相比
去年2月，成都新房成交量上涨了25%，“触
底反弹”越发明显。仅1月29日—2月4日，
全市就备案成交 2173 套新房。而在相关
第三方平台统计的1月份30个重点城市面
积成交榜上，成都以 128 万平方米成为唯
一一个成交量突破100万平方米的城市。

据显示，“返乡置业”的再度来袭是开
年市场回暖的重要特征。据第三方平台问
卷调查显示，约有56.48%的购房者预计会
在2023年置业，其中约54.63%的购房者选
择返乡置业。不少热销项目的置业顾问也
表示，返乡置业购房者超过半数，其中不乏
北上广深的“老乡”回蓉购房。

不断叠加的购房政策也是激发置业热
情的重要因素。2022年，成都楼市新政频
出：将除了高新区以外的一、二圈层统一为
一个住房限购区域，具备该区域内任一区
购房资格的居民家庭及具备高新区南部园
区购房资格的居民家庭，均可在该限购区
域内购房；不再区分居民家庭购房资格的
顺位，登记购房人的资格复核不再按照户
籍所在地、稳定就业地及社保年限进行顺
位排序；将原来的无房居民家庭、棚改货币

化安置住户、普通购房家庭三类优化为无
房居民家庭、普通购房家庭两类。2022年
12月30日，成都楼市再放大招：“父母投靠
成年子女入户的，可以作为单独家庭在户
籍对应的限购区域购买一套住房。”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直接刺激了春节期间的住宅成
交。优化购房条件，降低购房门槛，让更多
购房者们获得了期盼已久的“房票”。

与此同时，2022年度，LPR共计3次下
调，成都首套房最低房贷利率执行标准仅
为4.3%；在公积金贷款方面，自2022年10
月1日起，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利率0.15个百分点，5年以下（含5年）和5
年以上利率分别调整为2.6%和3.1%。

业内人士预测，当下是难得的购房好时
机，短期内成都楼市将持续走出上扬曲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曹乐 文/图

成交量上升25% 楼市释放回暖迹象

政策叠加+利率探底 吸引返乡置业

春节之后全球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答案非ChatGPT莫属。在过去一个多星期内，微
博、抖音、朋友圈内几乎随处充斥着ChatGPT的话题；在A股市场，ChatGPT也成为最热门的
板块，相关概念股股价“一飞冲天”；在相关行业，包括百度在内的多家AI企业正加速推出
自己的“类ChatGPT”产品……ChatGPT真的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颠覆式变革吗？

连日来，ChatGPT的高热度引发了全社
会的高度关注，不仅巨头、资本纷纷介入，各
路专家也纷纷展望ChatGPT对社会各个领
域可能带来的“颠覆”。不过记者从了解的
情况来看，目前谈“颠覆”仍存在诸多的不明
确因素。

一方面，ChatGPT的强大虽有目共睹，
但上限依然有限，对于一些具有创新性和挑
战性的问题，它的答案并不让人满意；另一方
面，ChatGPT 本身是OpenAI 公司基于两年
前的旧语言模型、两周内临时赶工出来的一
款产品，更像是一款“测试性产品”，因此产品
本身在隐私保护、版权问题、法律风险等方面
的投入也并非完善，此前已多次引发争议。

过 去 几 年 中 ，我 们 已 经 经 历 了 VR
（AR）、区块链、元宇宙等多个“颠覆性”产品，
几乎是以“每年一颠覆”的节奏飞速崛起又快
速退潮，ChatGPT会成为一个例外，还是成
为下一个“伪颠覆者”？这有待时间的检验。

对科幻迷来说，人工智能（AI）不是新鲜概念，
从我们看得见的无人驾驶汽车、智能音箱和智能
家居，到我们看不见的算法推荐、机器人客服等，
一系列人工智能应用早已走入大众生活，但在此
之前，AI技术并没有真正让大众信服，不少时候还
被调侃为“人工智障”……

ChatGPT 的出现，让大众第一次真正认识到
了AI技术所具备的颠覆性能力。通过一个简单的

对话框，ChatGPT 可以实现资料搜集、新闻稿撰
写、写诗、写脚本、进行财务规划等过去的AI技术
无法实现的能力。

大众被ChatGPT的强大能力所“征服”，体现在
它飞速增长的用户数上。根据瑞银集团的一份报告
显示，ChatGPT在推出仅两个月后实现用户数破亿，
成为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应用程序。作
为对比，TikTok达到1亿用户用了9个月时间。

每年都被“伪颠覆”
ChatGPT会是个例外吗？

记者观察

ChatGPT 走红之后，巨头们还在进一步推波
助澜。

北京时间 2 月 8 日凌晨，微软宣布推出由
ChatGPT 支持的最新版 Bing 搜索引擎和 Edge 浏
览器，通过聊天机器人可帮助用户在更快时间内
查找到所需信息，同时可实现编辑和翻译邮件、重
写代码等功能。

其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巨头也不甘示弱。日前，
谷歌宣布将推出名为“Bard”的对话式人工智能服
务，以挑战ChatGPT。同时，百度也宣布将推出名
为“文心一言”的类ChatGPT产品，将于3月完成内
测，面向公众开放。李彦宏更是在内部定出OKR，

要引领代际变革，百度要全线接入“文心一言”。
据公开报道显示，近日多家互联网公司公布

了人机对话相关专利：腾讯申请的“人机对话方
法、装置、设备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专利可实
现人机顺畅沟通；阿里巴巴达摩院申请的“人机对
话及预训练语言模型训练方法、系统及电子设备”
专利可提升问答交互的准确性；华为申请的“人机
对话方法以及对话系统”专利可识别用户异常行
为进行回复等等。来自天眼查的数据显示，近日
阿里巴巴达摩院（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
更，注册资本由1000万人民币增至3亿人民币，持
续投入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

国内企业加速抢滩布局

人工智能第一次“征服”大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鑫

坐落在浣花溪公园附近的陈
麻婆豆腐旗舰店，是成都人气最高
的川菜店之一，古色古香的店面不
仅吸引了游客前来，成都本地前
来用餐的食客也是络绎不绝。“老
字号企业能够保持经久不衰，除
了存古开新、坚守实业、诚信经营
这些品质外，一定要拥有自己独
特的文化优势。”陈麻婆旗舰店总
经理李涛说，近年来，老字号正积
极利用文化优势，努力挖掘与研发
文化产品。

细嫩的豆腐、棕红色的牛肉末、
透亮的红油……一道麻婆豆腐，如
今成为成都大大小小的餐馆、家家
户户饭桌上都能见到的菜品。历经
一个半世纪的洗礼，从街边小摊到

头顶“中华老字号”连锁经营，陈麻
婆豆腐店何以在四川这美食云集之
地立足至今？李涛接受采访时告
诉记者，超过一个半世纪还依然能
够保留至今的味道，自然靠的是代
代“诚信”经营以及传统川菜技艺
的传承。

什么才是真正对成都老味道的
“传承”？在李涛看来，巩固先辈留
下的传统技艺，将传统技艺经过理
解和加工，再传给下一代，这是老字
号该有的担当。“其中需要提到的就
是，我们研究麻婆豆腐的标准化，能
够保证换厨师不换味，进而让老成
都的味道能更快速稳定地‘飘’向更
多地方。”

麻婆豆腐的标准让其走出国

门，更是火遍整个亚洲，远销欧美。
“现在，我们的调料也进行统一工业
化生产，销往日本和欧洲，让更多的
人可以吃到正宗的成都麻婆豆
腐。”李涛介绍说，麻婆豆腐作为知
名川菜代表，不仅是许多成都人的
最爱，如今更是风靡整个亚洲，更
远销欧美等地。

2006 年被商务部首批命名的
“中华老字号”，陈麻婆豆腐、赖汤
圆、龙抄手、夫妻肺片、荣乐园、盘飧
市、耗子洞鸭店、钟水饺、带江草堂
9家企业上榜。李涛认为，“时代在
变化，我们也要不断地发展和适
应，让更多人知道成都的老字号美
食，我们也一直在不断地研发新的
菜式，在麻婆豆腐上不断地尝试新
的结合，希望将成都老字号招牌不
断地传承下去，让老字号焕发出新
活力。”

如何让“老成都”品牌走向更多地方？

蹚出“新路子”传播“老味道”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

动促进品牌消费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旨在力促老字号

和历史文化的进一步深度“联

姻”。继2022年3月政策发力促

进老字号创新发展后，《通知》释

放了打好“历史文化牌”挖潜老

字号品牌价值、内涵和拓展市场

边界的积极信号。

在此前不久，四川省商务厅

会同省级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

《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征求意见稿）》，并明确“十四

五”期间基本形成老字号保护传

承和创新发展体系。老字号市

场主体持续壮大，传承和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健康发展环境更加优化，对

四川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度不

断提升……

新秀千帆竞发，老字号如何

才能继续屹立不倒？接受记者

采访的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唯有

在新生活浪潮里，遵循“厚内功、

顺潮流、挖内涵”的上、中、下顺

序，用这个时代独有的创意，推

动老字号的航船驶出“陈旧”“乏

味”的浅滩，追寻新鲜、有趣、人

性化的新航标，才能让老字号品

牌真正焕发新生，持久屹立于当

今消费市场。

“从中央到地方，政策面发力老
字号品牌和历史文化资源联动，本意
是让老字号借助文化东风顺势而
为。”但在成都市饮食公司董事长胡家
凤看来，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老
字号必须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主动
迎接当前消费升级、电商冲击背景下
带来的供给效率提升等多方面挑战，
才能不断迸发新活力，获得消费者尤
其是年轻消费群体的认可。

青石板老街，一面很长的绿瓦红
墙，茂林修竹与之呼应点缀。夹在文
殊院与文殊坊之间，是一条宽阔干净
又清新雅致的巷子。字画玉石鳞次
栉比，穿着汉服的姑娘看着锦鲤，门
口的阿姨讨论着素斋，而“荣乐园”伴
着盖碗茶香掩面静待，店面前身是

“成都名堂”，2020年重新打造，挂上
“荣乐园”，并创新简单快捷实惠的
“荣乐小厨”，其以卡座小聚为主，连
两边的厨师都是“共享”。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个坚
守下来的老字号招牌凝聚的是执着
追求，都历经了很多的艰辛。胡家凤
直言，“有些品牌经营者‘好酒不怕巷
子深’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小富
即安’这一传统盈利观念使得老字号
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和意识，加上城
市变迁等种种原因，造成了它们逐渐
被淘汰或消失的局面，荣乐园恢复就

是老字号为‘传承’所做出的一个努
力。”

远不止这些。根据记者了解，在
“三城三都”建设过程中，成都积极发
挥“中华老字号”品牌优势，先后对陈
麻婆豆腐总店、陈麻婆豆腐旗舰店、
龙抄手食府、荣乐园、龙抄手文殊店、
带江草堂、粤香村、夫妻肺片总店实
施了整体升级打造，并对耗子洞鸭
店、耗子洞长顺店、耗子洞石人店、盘
飧市、钟水饺总店、金芙蓉酒楼进行
了升级改造，同时对赖汤圆食品厂、
陈麻婆调味料厂还实施了设备设施
更新、加工配送升级，目的就在于不
断适应消费迭代和消费升级的需求，
使中华老字号焕发新生活力。

坚持创新发展，老字号也要用新
思路、新产品、新手段让其传统产品
做到“坚守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高度
统一。胡家凤表示，通过互联网等电
商平台，老字号品牌在提升自身洞察
消费需求能力的同时，也更能契合年
轻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进而赢得
新的市场发展空间。“未来，我们还将
尝试时尚化、数字化，让新的消费者
感受到老字号品牌的新面貌，并积极
组建老字号传承人工作室，使得老字
号能薪火相传、代代有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摄影 胡大田

老字号不因循守旧，靠创新“守”味

老字号传承的“上上策”，须练好内功

四面八方的游客闻名而来品尝老味道

在雅致的就餐环境里品尝美食的食客

老字号里打造的优雅就餐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