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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观察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下单‘上门做饭’

服务了。”今年37岁的刘亚南说，她的首次

体验还要从去年9月说起。

“自从家里添了二宝，我就请了一位保

姆。但保姆每周单休，所以每到星期日中

午那顿饭，总让我和老公手忙脚乱。”刘亚

南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亚南在社交平台

上刷到了洛阳同城有关“上门做饭”的帖

子，得知价格不贵且洛龙区可以接单，她尝

试联系预约。几个人吃饭、有何口味需求、

是否提前定好菜单……经过简单沟通明确

需求后，便有阿姨如约上门做饭。

“阿姨手脚麻利，不到1小时，不仅做了

两荤两素四道菜，厨房也收拾整洁。阿姨离

开后，我们一家四口静静享受丰盛午餐，随

后我只需要把碗筷洗了就行。”刘亚南说，

菜、肉等食材是自己提前准备的，阿姨入户

提供洗、切、烹饪等服务，首次“上门做饭”

服务花费59元。

“虽然阿姨不是饭店的大厨，但家常菜

做得有滋有味，尤其是大盘鸡，味道很好。”

刘亚南说，如果点外卖，花费少说也得上百

元，“上门做饭”的食材、调味品都是自家

的，用起来放心。因首次体验感不错，刘亚

南不仅接连下单，还将这项服务推荐给了

亲朋好友。

“上门做饭”服务不仅能做日常家常

菜，如遇聚会、宴请等也能帮上忙。43岁

的张女士首次尝鲜“上门做饭”服务就是因

为一次生日宴。

“孩子10周岁生日时，特意请了同小

区的几个好朋友来家里庆祝。但那段时间

我特别忙，就想起了之前在社交平台看过

同城可以上门做饭的帖子。”张女士说，经

综合考虑，她预约了“上门做饭”服务。结

合家中食材，做饭阿姨上门烹饪了咖喱鸡

块、排骨汤、红烧鸡翅等6个菜，收费为79

元。在张女士看来，这种方式满足了“不想

做饭”和“好好吃饭”两种需求，省力又省

心。张女士希望这项服务能够推广开来，

通过社区或平台等实现快速预约。

“上门做饭”兴起 在家尝鲜真香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上门做饭”关键

词发现，在北京、成都、西安、南昌、苏州、深

圳、郑州等城市均有人发帖“上门做饭”招

揽生意，也有人称之为“上门代厨”等。记

者查看评论区发现，咨询联系方式和预约

方式的人不少，“上门做饭”服务有一定的

市场需求。

正是基于这种需求，洛阳已有家政服

务公司试水。“从去年5月将想法付诸实践，

目前整体反馈还不错。”“90后”郑伊凡是洛

阳某家政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她坦言，“上

门做饭”服务也是从外地学来的。

郑伊凡说，自家有个亲戚在上海工作

生活多年，从事“上门做饭”行业，最多一天

能承接9个家庭的饭菜。“当地人不要求在

饭点做饭，比如早上10点左右把饭菜做好

放进冰箱，中午客户回到家简单热一下吃

就可以了。”郑伊凡说。

此外，郑伊凡在抖音等平台也刷到过一

些外地博主分享“找人上门做饭是一种什么

体验”的视频。郑伊凡嗅到商机，萌生了在

洛阳开展“上门做饭”服务的想法。经过前

期市场调研，她发现有部分年轻人通过社交

平台发布兼职“上门做饭”的信息，但他们只

是偶尔有时间了做一次，缺乏规范化管理。

如何组建起“上门做饭”团队成了关

键。郑伊凡依托自家经营多年的家政服务

公司，通过面试、试菜等环节，招募厨艺好、

有责任感、干净利索的做饭师傅，经过体

检、统一培训上岗，并且入户跟踪考核。目

前，她的团队由最初的4人不断发展壮大。

做饭师傅的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除了“上

门做饭”，他们还可以同时提供食材代买、

家政保洁等服务。

“上门做饭，好好吃饭”是郑伊凡组建团

队的初衷，虽然只是家常菜，但相比外卖和

预制菜，这种服务让一顿热乎饭从炒锅到餐

桌的距离仅一步之遥，他们希望创造一种健

康的生活方式。截至目前，通过社交平台引

流到业务成交，“上门做饭”业务已服务了洛

阳近200个家庭，主要服务范围为洛龙区、

涧西区、西工区，其主要消费群体为年轻人。

近日，记者随机走访了洛阳几家家政服务公

司发现，“上门做饭”对于他们而言还属于新鲜事

物。相较而言，他们更为熟悉的是“做饭+保洁”

的钟点工服务模式。

在洛龙区太康路附近的一家家政服务公司，工

作人员张海兰说，“做饭+保洁”的钟点工服务和“上

门做饭”服务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以长期为主，

后者以单次为主；前者主要受众是工作繁忙的年轻

人和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后者则以年轻人居多。

张海兰算了一笔账，以每天中午2小时的钟点

工为例，每周单休，一个月的费用为1500元，按照

26天工作日计算，每天（服务时长2小时）约为58

元。而这2小时内，不仅做饭，还提供扫地、拖地等

家政服务。对于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家庭和年龄较

大的老年人群体，这种服务是他们长期需要的，固

定人员、固定时间的上门服务更具延续性。“当然，

在实际生活中，有单次做饭需求的人群确实存在。

比如前一段的冬至，有的年轻人既想吃新鲜水饺又

不会自己动手操作，就联系我们寻找合适的阿姨上

门包顿饺子。”张海兰说，也许“上门做饭”是今后

的发展趋势。

记者搜索发现，除了“上门做饭”，洛阳还出现了

上门喂猫、上门遛狗、上门美甲、上门产康等服务，不

断增加的市场需求让“上门经济”日渐火热。

“当今社会快速发展，从最初的下馆子到点外

卖，又到如今的‘上门做饭’，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变

化，花钱买便利的背后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水平

不断提高。”洛阳师范学院社会学者安锋说，服务

供给的丰富化，也使社会分工不断走向精细化。

“上门做饭”属于餐饮服务还是家政服务？主

管部门是谁？从业人员的身体状况如何？如何保

障服务质量？一旦产生纠纷该如何处理？……安

锋认为，新业态的出现必须规范管理才能健康发

展。“上门做饭”毕竟是一项有偿的经营服务，上述

一系列问题都应该有“答案”，有关部门应该及时

关注、积极引导、纳入规范管理范畴，才能让好的

服务项目真正“落地”“开花”。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近日，家住洛龙区的刘

亚南下单预约了“上门做饭”

服务。不到1个小时，四菜

一汤端上桌，色香味俱全，花

费为69元。“比出门吃方便，

比外卖省钱也健康，我觉着

很不错。”刘亚南说。

“上门做饭”服务在洛阳悄然兴起，哪

些人在提供服务？哪些人购买该服务？相

关从业者又有哪些看法？日前，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预约下单，有人定点“上门做饭” 洛阳团队试水，让您“好好吃饭”
“上门做饭”是新鲜事物，
区别于普通钟点工

有关部门应及时关注，
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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