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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三 公 消
费”、塑化剂风波、

“限酒令”接连冲击
今年白酒市场。年终
岁尾本是一年中白
酒的销售旺季，但日
前中纪委有关严禁
公款购年货节礼的
通知，打破了经销商
冲刺业绩的希望。连
日来记者调查发现，
为清库存、缓解销售
压力，酒品市场已拉
开促销大战，部分代
理点难抗行情低迷
已关门转行，白酒市
场进入“洗牌”期。

高端酒促销战
已提前打响

“53度浓香型五粮液买一
送一”、“迎宾茅台买一送一”、

“买郎酒送张裕葡萄酒”……25

日，在烟台的几家商场、超市，
不少专柜已提前打出了促销信
息。有的酒行也为团购客户开
绿色通道，给出近年来的“最低
价”。

一家超市的促销员徐女士
说，虽然高端酒活动力度很大，
有的甚至“买一送一”，但还是
卖不动。

临街一些高端酒代理门店
内，也是人气有限。位于幸福中
路的一家五粮液茅台专卖店的
经销商说，现在单位来团购白
酒，都会给予一定优惠政策，

“中秋节期间卖得就不好，销量
较以往能下降六成。年底销售

任务重，只能调低价格冲冲
量。”

销售压力大
经销商转行

下半年是白酒一年中传统
的销售旺季，经销商大都会在
最后一个季度完成厂商给出的
任务。但今年对白酒市场来说，
算得上几十年一遇的寒冬，代
理商的销售任务也出现了下
调。“销量不下调，根本没法干！
其实，已经有不少高端酒代理
商关门不干了。”开发区一高端
酒代理商宋经理说，酒品市场
也迎来一次洗牌。

记者随机找了7家高端酒
的代理门店电话，拨打发现，有
3家已经打不通，有的已经转行
做其他行业，有的不再代理高
端酒水，转向了大众消费的低
端酒品。

环山路一家烟酒门店的销
售人员说，烟台市场内一些小的
酒品销售门店很多都是供给政
府部门，严禁三公消费后，这些
门店没有了生存空间。

据了解，2012年上半年烟
台大小酒品销售点能有300多
家，但到了2013年下半年，销售
门店数量减少了一半，消失的
门店除了烟酒零售店外，不少
都是品牌酒的代理销售点。

高端酒泡沫
渐被挤破

环山路一家酒品销售门店
的宋经理说，往年这个时候都
要大量采购，但今年高端酒行
情不好，担心砸在手里，目前已
不再进货。一些代理经销商转
行也急于抛售库存，市场上价
格一降再降。

许多品牌代理商提到，过

去10年间，白酒行业出现了畸
形发展，“白酒价格居高不下，
而且前两年出现了价格被炒得
很高的情况。”据了解，前些年
投资过热和白酒行业的过度金
融化使得白酒市场出现严重泡
沫。

“出厂价和往年差不多，但
零售价有的能回落1000多元，
这只能说高端酒的泡沫没了，
市场在回归理性。”在面临利润
变薄的同时，不少经销商不得
不承认，高端酒的泡沫被逐渐
打破。

“2012年如果价格超过800

元的，可以视为高端酒的话，那
今年超过300元就算得上高端
了。”华致酒行烟台总经理王鹏
杰说，卖高端白酒赚大钱的时
代过去了，白酒正在回归它真
正的商品属性，“终端销售渠道
不畅，价格不下调就是钻死胡
同。”

白酒市场

转向中低端

高端酒卖不动，许多代理商
已经转向中低端市场。华致酒行
烟台总经理王鹏杰认为，茅台、
五粮液等品牌的高端酒将不再
是酒行的销售重点。

一些大的代理商已经调整
了今年的销售策略，将重点转向
了中低端品牌和葡萄酒上，“相
较白酒来说，葡萄酒的价格更合
适。一瓶品质好的进口葡萄酒在
200元左右，这个价格却只能买
到一款中端白酒。”

许多经销商提出，公款消费
这块“肥肉”没了，大众消费市场
却呈现出新的势头，转向中低端
消费也是迎合市场的必然选择。

本报记者 代曼

头条延伸

月入过万
骤降至两三千

11月份，旅游业进入传统淡
季，在旅行社终于有时间对今年

“十一”的新变化进行消化反思
时，不少导游员也开始考虑是否
离开这个行业。“单位的同事很
多都在想着以后去干啥呢，反正
这个是干不久了。”导游员小褚
做了3年导游，虽然辛苦和委屈
是家常便饭，但旅游旺季月入过
万的高薪诱惑，让她一直坚持了
下来，但现在高收入已经成了过
去时，她和家人商量后准备转
行。

今年的“十一”，是导游小赵
过得最轻松的一个黄金周，用他
的话说，“闲着玩也比接团强”，
因为《旅游法》明文规定，严禁强
迫购物。而据统计，《旅游法》中
有关“导游”的条款就有十几项，
一道道“法律红线”的高压下，很
多导游都没工作，即便给导服费
也不干。

“一个团一天导服费给出两
三百甚至五百元都没人干。”导
游小卢说，旺季团多，有的旅行
社缺导游，导服费一涨再涨，但
还是找不到人。“别觉得一天五

百元就多了，自己带团一天五六
千的收入都是保守的。”

今年“十一”期间，导游的收
入平均下降七成左右。很多人从
月入过万骤降至两三千。小卢
说，旺季辛苦，淡季轻松是大多
数导游的工作状态，今年很多导
游却是“旺季在观望，淡季想转
行”了。

回归“员工化”
导游行业迎来“洗牌”

《旅游法》出台后，关于导游
薪酬体系重建的呼声高了起来。
15日，烟台市旅游部门接到了关
于与人社局联合开展导游员劳
动保障合法权益专项检查的通
知，其中导游的工资和保险情况
是重点检查内容。

在业内认为这一举措是推
进导游回归“员工化”的同时，也
有人提出了难题，导游是旅行社
的员工，但如果旅行社不愿意承
担聘用导游的责任或者一些仅
是“夫妻店”的小旅行社难以承
担聘用导游员的费用，导游又该
何去何从。而且即便落实了人事
归属，薪金的减少已成定局，未
来还能否挽留因收入减少而想
离开的导游。

导游行业势必出现大“洗
牌”，业内认为，这将是一个双向
选择的过程。“有的导游因为收
入减少主动转行，但业务素质不
过硬的导游也会被行业淘汰出
局。”在烟台市旅游公共服务中
心负责导游管理工作的张宁巍
说。

行业监管下
导游得练好“内功”

“有了文件，落实起来力度
加强了，劳动权益得到保障才有
效果。”拿到省里下发的联合检
查通知后，市旅游质监所市场监
察科主任曲广伟认为，这对导游
员来说是个好事。江山国旅总经
理乔仁磊得知这个信息后，也连
忙转发到朋友圈里，“导游的福
利来了”。

在业界专家看来，《旅游法》
之后，对导游来说是挑战更是机
遇，市场干净了，更看重的一定
是质量，服务过硬的导游一样可
以拿到高薪。但能否把握机遇，
突破行业困境，关键还在导游自
身。

乔仁磊说，行业洗牌，导游
就要调整好心态，练好内功，回
归到行业服务本质上来。

收收入入骤骤降降七七成成，，导导游游告告别别““黄黄金金时时代代””
《旅游法》出台后，导游队伍将重新“洗牌”，回归服务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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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去卖保险
吧？干了几年也没学
到什么，真不知道干
点啥好。”11月份进
入旅游淡季，导游员
王宇没团可带开始
考虑转行了。《旅游
法》实施后，严禁安
排购物、取消自费项
目和不得索要小费
的明文规定，给导游
行业带来较大变化，
最直接的就是导游
收入大幅减少，一些
导游考虑转行。行业
震荡，业界认为在经
历“洗牌”阵痛的同
时，也可促使导游回
归服务本质。

物价将对十项目

全程服务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孙
芳芳 ) 近日，烟台市物价局确
定将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有牵
动力和影响力的10个重点项目
提供全程的价格政策、成本监
审、纠纷调解、价格信息、价格认
证及价格维权等价格服务。从而
努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
快发展。

这10个重点项目是由市委、
市政府确定的，对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有牵动力和影响力的10个
重点项目，分别是烟台化学工业
园项目，烟台港集团码头、航道、
防波堤项目，张裕国际葡萄洒城
项目，套子湾污水处理厂二期及
自来水公司莱山水厂项目，烟台
海洋产权交易中心项目，烟台潮
水国际机场项目，青烟威荣城际
铁路项目，龙烟铁路项目，烟台
国际综合物流园项目，芝罘区烟
台安德国际物流中心项目。

烟台市农资价格

10月同比涨3 .4%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吴江涛 通讯员 林莉 ) 近
日，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发
布数据，10月份，烟台市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3 . 4%，比
上年同期提高3 . 8个百分点；环
比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与上月持
平。

同比方面，只有化学肥料
价格同比下降1 . 9%，半机械化
农具同比价格指数与上年同期
持平。其他八大类价格同比均
上涨，其中农用手工工具价格
同比上涨7 . 9%，饲料价格同比
上涨4 . 1%，产品畜价格同比上
涨24 . 9%，机械化农具价格同比
上涨0 . 8%，农药及农药器械价
格同比上涨0 . 2%，农用机油价
格同比上涨8 . 5%，其他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8 . 2%，农
业 生 产 服 务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6 . 1%。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工
作人员分析，10月份，烟台市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上年
同期水平，从后期走势看，年末
进入农闲时节，部分农业生产
资料使用数量下降，预计后期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将平稳
回落。

25日，在一高端酒销售专区内，顾客不是很多。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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