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雒武 组版：庆芳

山东

格“证券公司为省成本‘撵客’”追踪

撤销现场交易成证券业趋势
没了“大屏幕”老年股民慌神，业内人士建议给他们找个替代方式
文/片 本报记者 桑海波

本报潍坊10月15日讯
(记者 秦国玲) 如今正是
山楂收获的季节，而在被称
为“中国山楂制品第一镇”
的青州王坟镇，种植山楂的
果农们却一脸愁容，因为目
前的山楂收购价已跌至近7

年来的最低，明显亏本。
记者15日在该镇采访

时了解到，今年王坟镇山楂
虫害少，普遍大丰收，但产
量上去了，收入却下来了。

“刚下果子时一斤5毛左右，
那时刚够本，然而接下来一
路下跌，如今每斤只有三毛
五，亏大了。”王坟镇郭庄村
的刘爱军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现在雇个人收山楂一天
下不来100元，每个工一天
也就是收300斤山楂，这价
格还不够雇工钱。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王
坟镇种植山楂面积在16000

亩，近年来年均产量在1万
吨左右，市场占有量在全国
具有霸主地位。前些年山楂
价格高，很多农民就栽种了
山楂树，今年刚好产果。种
的人多了，而市场需求没有
扩大，出现了供明显大于求，
只能价格下跌了，目前的价
格已是近七年来的最低。

“老年人不熟悉电脑操作，让我们回家炒股

心里没底”，近日，省城一家证券营业部取消交易

室，让中老年股民慌了神。记者了解到，有如此做

法的证券营业部并非一家，这两年二级市场不景

气，加之激烈的佣金大战，不少证券公司为了控

制成本，纷纷缩小甚至取消散户大厅。

回家炒股

老年股民慌了神

15日下午，记者在广
发证券泺源大街营业部看
到，五六间交易室只剩下
一间开着门，仅保留了七
八台电脑，供坚守在此的
股民使用，而到这个月底，
这个交易室也将关闭，股
民们要么回家交易，要么
转投别处。

“老年人不熟悉电脑
操作，让我们回家炒股心里
没底。”股民刘老太抱怨，她
和几位股友聚在一起商量
对策：是否该转走，还是与
证券公司继续协商。

据说，有人转投到了
路对面的中信建投营业部。
在这里，记者看到，交易大
厅里大屏幕滚动着行情，许
多股民一边聊天一边炒股，
其中很多是老年人。

“为何不回家上网交
易？”听到记者这样问，刘
老太连连摆手说：“不行，

不行！”她说，老年人不会
上网，更谈不上操作，遇
到技术困难也没法解决，
还有就是在家听不到消
息，炒股找不到方向。

营业部“瘦身”

成证券公司趋势

老年股民不适应，证
券公司转向非现场交易却
已成趋势。记者了解到，许
多新建营业部不再设立现
场交易，旧的营业部也在想
方设法缩减现场交易规模。
在济南，同样是广发证券，
经七路营业部近期也缩减
了现场交易规模，减少了中
户室、大户室的数量。

在新开张的申银万国
泺源大街营业部，不但没
有交易大厅，就连中户室、
大户室也没有。“客户都在
网上交易，现场交易的人
越来越少。”一位工作人员
称，不只他们，很多新建营
业部都不提供现场交易。
而在相邻不远的中信建投

营业部，交易大厅仍然保
留，却取消了中户室，只保
留了大户室。

“许多证券营业部采
取了非现场的服务模式，
这也是大势所趋”，山东证
券监管部门人士称。

随着更多证券公司转
向非现场交易，昔日交易
厅“大屏幕”下，股民为行
情喜怒哀乐，这些熟悉的
场景正在渐行渐远。

非现场交易

能否给个过渡期

“现场交易客户为营
业部贡献的佣金收入只有

十几万，但是现场交易的
场地光租金就高达几十
万。”省城一家证券营业部
负责人向记者抱怨，他说
行情好的时候，可以不在
乎这点钱，行情不好，就是
不小的负担了。

除了成本，证券公司
提供现场交易，需要为管
理耗费精力。“中户室、大
户室还好，散户大厅秩序
就比较混乱了，聊天的、打
牌的、吃饭的，形形色色的
都有。”一家证券营业客户
经理小吴说，取消现场交
易，证券公司也就不用承
担相应的风险。

证券公司节约成本无

可厚非，中老年股民却很
受伤。有业内人士说，长期
来看，非现场交易的确是
大趋势，但是短期来看，现
场交易多是中老年股民，
希望证券公司人性化操
作，给予一定的过渡期和
替代方式，比如欧美国家
的模式，多设立股票经纪
人和投资顾问等，为散户
提提供供咨咨询询服服务务。。

采采访访中中，，有有的的老老年年股股
民称，“虽然股票投资者有
很多方式进行交易，但是
对于老年人来说，到交易
大厅看行情不仅是习惯，
甚至是他们力所能及操作
股票的唯一方式。”

山楂跌至三毛五

不够果农雇工钱

15日下午，泺源大街中信建投营业部交易大厅里一些中老年股民正关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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