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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团购人气旺 每次能订一车货

果蔬摊位摆进小区，犹如办起了热闹的大
集……这是小区团购提货现场的一幕。记者调查
发现，目前很多小区都存在团购群，购买的货品五
花八门，从水果蔬菜到鲜花零食，再到鱼肉蛋奶。
团购的方式不同，有的利用微信小程序，有的在微
信群里接龙。“团长”的身份也各异，有的是小区居
民，有的是专做批发的商户，甚至还有小区周边的
房地产经纪人。

“不仅方便，价格也相对便宜。每次开团，都有
大批居民报名。”家住东城区交东小区的王女士在团
购群里买过几次果蔬，吃着都不错。该小区周边超
市、便民菜点应有尽有，可是这个拥有400多人的团
购群仍然人气很高。每次大家在群里“点单”后，“团
长”第二天就会拉来一面包车的果蔬，在小区里找个
角落摆摊开售。在王女士看来，这种热闹场面与“团
长”的热情服务和群里融洽的氛围分不开，“‘团长’
经常给老人送货上门，群成员还时不时分享做饭心
得，这一来一往间拉近了大伙儿的距离。”

不过，记者采访中也听到一些人反映，参加过几
次团购都踩了雷，不是货不对板就是收到烂果，让人
直后悔。

各有说法

性价比高可私人订制

住在交东小区的李女士早已习惯“参团”。“想要
什么就在群里说一声，人家都能给留着，类似私人订
制。很多菜品都有特色，有些是超市里没有的。”她
一边说，一边给记者展示着群里的采买信息。只见
里面很热闹：有的居民不仅“晒”出新团购的菜品，还
会教大家一些拿手菜；散养土鸡蛋等土特产人气最
高；有时候“团长”还会带货自家种的西红柿、黄瓜
等。“除了农家自己种的，其他产品也都经过他们精
挑细选，大家买过后都认可。”李女士说。

于女士家住昌平龙博苑小区，小区的团购群已
经存在四五年了。目前，她所在的微信群已经满员，
二群和三群已陆续开群。她也曾用过其他平台的买
菜服务，但比较之后还是更愿意“参团”小区购物群，
感觉性价比更高。

附加服务赢得了信任

团购群的“服务+”也为其增添了吸引力。在龙
博苑小区，居民说，他们团购群的“团长”是小区门口
的一家房地产中介的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员是个
女孩，组织团购的同时会提供很多暖心服务。“平时
如果有材料需要打印，可以直接去她们店里免费打
印。她还经常制作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只要报名
就可以领。”居民说，这种附加服务貌似微不足道，但
能让大家建立密切联系，增进信任。

交东小区居民张女士说，她是团购群的老主顾
了，年龄大了下楼不方便，“团长”经常把菜给送到家
门口，“我在群里要一棵白菜，马上就有人给送到家，
这多好啊！”

货源售后都没法保障

住在海淀区安河桥附近的王女士说，她们小区
的团购群是一个商贩建起来的，“团长”开抖音直播，
分享到群里，然后大家自愿购买。她曾买到过品质
不好的葡萄，收到时烂了不少，虽然“团长”按比例退
了款，但她很快就退出了，对货源实在是不放心。

很多居民提到，小区周边的超市不少，而且走几
步路就能到。对他们来说，品质和安全更重要。“我
一般都去正规的超市买菜，他们有专门的品控，团购
群里的东西全凭‘团长’一张嘴，根本无从核实。”

朝阳区泰利明苑的居民赵女士说，这种购物模
式没办法让人判断来源、质量，更弄不清生产或运输
流程是否规范，安全难保障。此外，现在的网购服务
也很方便，比起“三无”的团购群，她更愿意购买官方
平台的产品，直接送到家，售后也有保障。

“轰炸”式推销不胜其烦

“我加群就是买点菜，不成想群消息铺天盖地，
有的还是@全体成员，我以为出了啥事儿呢，急忙去
看，结果就是个广告。”一位居民说，每天被群里各种
推销信息“轰炸”，不堪其扰只能退出。

居民郭先生曾加入过一家茶饮的团购群，本来
是奔着便宜去的，可以免掉外卖平台的凑起送价和
包装配送费，没想到“团长”每天在群里多次@全体成
员，即使他已经开启了免打扰，也还是无法规避。

有人觉得方便实惠 有人担心食品不安全

小区“买菜群”,到底“香不香”？
【专家建议】

团购行为要分类界定
精准供需宜疏不宜堵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自豪
认为，若“团长”以营利为目的持续从事商
品销售，且未办理营业执照或相关许可证
（如食品经营许可证），则可能构成无证经
营。也有例外情形：若“团长”仅偶尔销售
自产农副产品（如自家种植的蔬菜水果），
可免于登记。

此外，偶发性、非营利性团购，以邻里
互助为目的，不持续营利，一般不认定为经
营行为；若“团长”通过已注册的社区团购
平台接单，且平台具备资质，则合法性较
高；由物业或社区组织的公益团购，不以营
利为目的，通常合规。居民在参与团购时，
要注意查验资质证明并保留交易凭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研究员李晓壮认为，小区团购是一种精准
供需的社会交往模式，宜疏不宜堵。群内
成员相互之间有一定信任关系，“团长”发
起供给性内容，群成员根据需要自行选
择，而后团长按需送货。这种模式不仅满
足了居民需求，还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他
进行社会调研时发现，在一些缺少便利
店、菜市场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小区，团购
群尤其多，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大家的需求。如果固定时间、地点，而后
打扫好卫生，不影响市容市貌，那么它也
不失为一个好的模式。总之，他建议根据
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社区探索】

果蔬站入驻小区
老人享上门服务

为方便居民买菜，各小区都想了不少
办法。在海淀区复兴路40号院，菜站、果
蔬站入驻小区，居民不用出大门就能买到
新鲜平价的果蔬，下楼不方便的老人还能
享受上门服务。

“我们小区是典型的‘双老’小区，建
成年代久远，常住居民1.2万人，其中将近
40%都是老年人。其实，小区周边有生鲜
超市，可一去一回得走20多分钟，很多老
人觉得不方便。也有不少年轻人跟我们
反映，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不想再去超
市，如果能顺手在楼下买到菜就好了。”社
区党委书记刘梓婷说，了解到居民的诉求
后，社区开始多方进行协调，最终把水果
蔬菜引进到小区，让大家不用出大门就能
解决“菜篮子”问题。三年前，第一个菜站
就是这样建起来的。通过专业部门寻找
符合资质的菜站，并对菜品进行把关，而
菜站也由两家公司轮流经营，互相竞争，
以保障居民买到的蔬菜新鲜又便宜。

小区中间有个中央花园，菜站建在东
侧，西侧的居民如果买菜还得穿过花园，
仍有些不方便。鉴于东西两侧的居民楼
属于不同的产权单位，社区去年又协调西
区铁建物业建起了果蔬站。这样一来，两
边居民都能下楼就买到新鲜菜。如今，菜
站和果蔬站生意红火，颇受小区居民欢
迎。

“小区里还有一些高龄独居的老人，
由于行动不便无法经常下楼购物。为此，
我们协调产权单位，为老人提供上门送菜
服务。”刘梓婷说，去年冬天约有 30 位老
人享受了这种服务。

据《北京晚报》

随着城市精准化服务水平提升，越来越多的商超、菜站开到了家门口，生鲜平台也能直送到家，

给居民采买日用品带来了很大便利。但在部分小区，各种团购群依然很活跃，居民对此褒贬不一。

有人觉得方便实惠，满足了“私人订制”；有人担忧品质和售后难以保障；还有人认为可能涉及无证

经营或异地经营。小区团购靠谱吗？当下到底还“香不香”？物美价廉和安全规范能否双全？

制图 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