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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调查

C02-03
今日济南

抢眼

开开业业88个个月月，，6600多多间间
距离不足500米已有大型菜市场，棋盘社区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陈伟)
19日，记者从济南市畜牧局了解

到，2013年济南市已经完成对17个
“菜篮子”畜产品生产项目全面验
收，共整合资金470万元，为其提供
资金扶持。17个项目的完成，可新增
产蛋能力4 . 33万吨，增产优质高端
牛肉3 . 2万吨，羊肉1 . 73万吨，极大丰
富了市民的餐桌供应。

据了解，2013年“菜篮子”畜产品
生产项目共有 1 7个，计划总投资
2193 . 78万元，确定扶持的14家项目单
位，实际完成投资2974 . 48万元，其中
企业投资998 . 58万元，银行贷款150万
元，农民自筹685 . 9万元，拟申请中央
扶持资金640万元。

“为做好‘菜篮子’产品生产畜
产品项目，我们积极整合各渠道、
多方面扶持发展资金，共计整合各
类资金470万元，对确保项目实施提
供了强力的资金保障。”济南市畜
牧局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项目实施，济南市新建标
准化牛舍、羊舍、鸡舍共34310平方
米，引进优良种牛110头，种羊311

只。新增有机肥生产设备3套，标准
化鸡舍自动饮水、饲喂、供暖、清粪
设备139套，畜产品可追溯系统7套，
建设兽医治疗室、化验室3100平方
米，购进化验设备、消毒设备、兽医
治疗设备174台(套)。

“项目的完成，可新增产蛋能力
4 .33万吨，增产优质高端牛肉3 .2万吨，
羊肉1 . 73万吨，可以极大地丰富市民
的餐桌供应。”该负责人说。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王
皇) 社区便民肉菜店自2011年11月启
动至今已有两年，近日，记者走访省城
多家社区便民肉菜店发现，肉菜店多
数仍在经营，但店内绿叶蔬菜较少，不
少店主表示菜店越来越多，生意不如
开店之初好做。

棋盘街店内一字排开的3个3层货架
摆满货筐，8块小黑板上写着菜价，菜品
有近20种。但菜品中，易留存的土豆、南
瓜、冬瓜、山药等居多，难保存的绿叶蔬
菜则仅有二三种。店主张先生说冬季店
内暖气使绿叶菜不好留，每次进货会适
当少进，争取上午就出清。“到下午就不
好了，留到第二天肯定不能再卖了。”

记者走访多家社区便民肉菜店发
现，店铺相对封闭的空间使室内透气
性不强。暖气使室温较高，不少肉菜店
的菜品皱巴缺水。浆水泉路社区便民
肉菜店店主也表示冬季蔬菜不好储
存，成本增加。

社区便民肉菜店在设置时，遵循
距菜市场距离不低于500米的要求。但
记者看到，棋盘街社区内，便民肉菜店
挂牌后，往西400米处于2013年初新建
一处菜市场。紧挨着菜店，不久前也新
开了一家经营项目类似的社区超市。

“东舍坊街路面一修好，早上8点
左右就有露天菜贩，菜店生意大不如

前。”店主说，刚开店时天天要进货，现
在两三天进一次还不一定卖得完，但
店里租金却年年涨。开店时主要看上
这里小区较多，“但周围的回迁小区住
户还没开始回迁。”

甸柳新村四区内社区便民肉菜店
店主说，以前菜摊很少，附近基本上就
自己一家。“现在越来越多，附近的一
家烧烤摊都卖起菜来了。”由于竞争越
来越激烈，店主不得不把价格压低。

社区便民肉菜店燕来服务点的老
板介绍，目前每两三个月会有人来店
内检查肉菜质量，每一两个月会开一
次会，“有时候会指导一下如何经营，
主要还是靠自己。”虽然可选择统一配
送蔬菜，但记者走访的5家店店主均表
示宁愿自己进货，“自己进货选择性
大，成本好控制，统一配送怕品种不
全，灵活性差。”

记者看到，挂社区便民肉菜店牌
的菜店均有统一规格的门牌、菜架、菜
筐和公平秤，但除此硬件标准外并无
其他特点。记者看到，这些菜店的品
种、质量、人气等并不比其他未挂牌菜
店好。据2012年报道，便民肉菜店将实
行A、B、C或星级评比，但记者并未看
到店内有相应等级区分。今年另选址
在棋盘街社区自开菜店的李先生说，
挂不挂牌差别不大，主要看自己经营。

周周围围菜菜店店越越来来越越多多
生生意意不不如如开开店店之之初初

店主心声

17个项目增产

4 . 33万吨鸡蛋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王光营 王倩

生意冷清，

黑猪肉店早已关门

19日上午，记者走访济南市部
分高档有机肉菜店了解到，与往年
春节前居民采购以及单位团购火
爆的情况不同，很多类似肉菜店的
生意相对冷清。

在泺源大街上的一家有机食品
店，记者看到店内生意冷清。柜台上
摆着的商品大多是有机产品，羊肉
卷、羊腩、笨鸡等，价格比市场上的普
通产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

记者拿起其中一种名为有机
速冻果干的产品，重量为300克的
产品标价为30余元每盒。仔细查看
标签，记者发现这款产品的生产日

期为2012年2月份，距离24个月的
有效期仅有一两个月时间，而柜台
上还有十多盒类似的产品。当记者
向销售人员咨询产品为何临近有
效期还摆在柜台上时，销售人员只
是默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文化东
路上一家专门经营黑猪肉的店铺，因
为生意冷清，几个月前已经停业。济
南一名经营黑猪肉的店主告诉记者，
受相关政策的影响，店内的生意比较
冷清，每天的零售额还不足1000元，
之前主打的每盒三四百元的黑猪肉
礼盒销售情况也不理想。

农业园区内

有机蔬菜供不应求

“我们这儿都是有机蔬菜，主
要给客户配送，基本上供不应求。”

19日上午，记者在省城近郊一家农
业公园看到，虽然天气寒冷，但一
字排开的高温棚内却温暖如春，西
红柿、西葫等各种蔬菜基本成熟。

据现场一位销售人员介绍，园
区全年可生产蔬菜40多个品种，时
令蔬菜一般能保证十五六种，全部
都是绿色有机蔬菜。此外，园区还
饲养了大量油鸡、芦花鸡，鸡苗都
是从北京空运来的，“这些都长了
两年了，每只都在200多元。”

“这些菜不少都是省市各单位订
购的，发给员工，就是吃个放心。”这
位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蔬菜大约15元
每斤，团购价可以优惠到12元，种类
有十三四种，一箱大约140-170元，客
户绝大部分都是各大型企事业单位。

记者在分销车间看到，车间摆满
了成百个纸箱，数名工作人员正在分
拣各种蔬菜。园区有专门的车辆，根

据客户的要求，每周或者每月都送一
次菜，保证客户吃上新鲜蔬菜。“即使
现在形势比较严，这些菜卖得还是很
火。”

在园区内，记者就见到不少客
户前来考察。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由于离城区较近，村里的土地大都
出租种植蔬菜。除了这种定制配送
模式外，有的单位还承包下来一块
土地，种植大田菜，派专人前来维
护管理。“除了供给食堂使用，还定
期发给自己的职工。”

部分单位悄悄

取消定制肉菜

采访中，有单位职工向记者透
露，单位之前都会定期发放有机蔬
菜，茄子、冬瓜、黄瓜等都是特供基地
直供过来的。但自从中央下发厉行节

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之后，定
期发放的蔬菜就停了，“这些蔬菜虽
然不值钱，但是在这个时期，单位肯
定不给发了啊。”这名职工告诉记者。

一位在某大型国企工作的市
民告诉记者，他们单位不仅取消了
通常的定制肉菜，连过节都精简
了，以往的各种礼盒一概没发。“这
不还没过年，单位就多次重申，禁
止用公款发放各种福利。”

“虽然不发食物了，但改成了
提货券或卡，也算是打个‘擦边
球’。”虽然很多单位都已经停止发
放定制肉菜，但仍有不少单位员工
表示，以前的实物都变成了券或
卡，员工在一年内可以任意领取。

对此现象，记者也从一位生产
销售黑猪肉的商家处得到了证实。

“我们实体店生意冷清，但提货券
依然很火，中秋节就卖了20多万。”

棋盘社区综合市场营

业率不足三成

棋盘社区综合市场位于历下
区棋盘社区地下，面积有2700平方
米，紧邻银座商城，既卖菜，也卖衣
服。已公布的招商信息显示，该市
场有60余间营业房，90节柜台。

17日至19日临近中午，记者看
到，市场内卷帘门多已关闭，60多
间门店仅13个开门营业，近20个店
面挂牌却闭门未营业。市场最南边

“服装区”两排23间店铺均贴着粉
色出租条，仅入口处3家服饰店在
营业。卖服装的郭女士透露，由于
人流量太少，不少店铺虽然已交了
一年的租金，但早就关门，另觅店
面开张了。

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说，南边
20多间店铺开业至今一直未租出
去。目前市场经营状况不佳，开业
之初的30多家菜贩现在仅剩10家。

“今年4月份开业时，80%的店铺和
柜台都已出租，但现在营业率还不
到30%。”负责菜市场运营管理的
历郡市场服务有限公司赵先生说，
若到明年4月仍是如此，市场恐怕
要关门。

附近菜市已成规模，

这里客流很少

记者调查发现，棋盘社区综合
市场位于社区北边，向南四五百米
有一个营业面积2000多平米的棋
盘街菜市场。两个市场覆盖社区有
所重叠。“棋盘街菜市场开业已5
年，不少居民习惯到那边去买菜。”
赵先生说。

位置靠西的佛山苑等小区虽

然离综合市场更近，但小区内流动
摊贩较多，不少居民选择直接在路
边买菜。综合市场开业之前，周边
已有五六个菜店。开业后，市场地
面商铺受热捧，两家肉菜店陆续开
业，店内菜价普遍比综合市场内菜
价低，吸引了不少顾客。“周围小区
居民总共2万多人，菜店、菜市场却
增加了不少，人流量自然多不了。”

综合市场内续签了半年柜台的
赵先生对人流量很不满意，“半天等
不来一个人，大早上卖菜都能睡
着。”而卖服装的郭女士告诉记者，
一年8000元的租金虽然不算太高，
但根本就没几个人下来买菜，更别
说专门来买衣服了。衣服也卖不上
价钱，一件仅能加个二三十元。

“综合”特色难实现，

出路不知在哪

历郡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同时
负责棋盘街菜市场和棋盘社区综
合市场的运营工作。负责人赵先生
透露，为了与已成规模的棋盘街菜
市场区分，棋盘社区综合市场规划
之初主打“综合”牌，既卖菜，又卖
衣服和副食。

赵先生表示，为了支持新市场
也做过一些努力。“我们搞过抽奖活
动，但效果不大。另外，综合市场一
年还免两个月的租金。”记者看到，
综合市场2700多平米的面积比棋盘
街菜市场大，但菜市的面积不到一
半。“菜摊吸引力不大，市场来客很
少。”郭女士告诉记者。而服装店仅
有三四家，买衣服的选择性也不大。

随着人流量越来越少，菜摊、
门店经营者逐渐减少后，“综合”市
场菜摊与其他门店相互帮衬的作
用难以呈现。

高高档档肉肉菜菜礼礼盒盒遇遇冷冷
生生产产基基地地生生意意挺挺火火
一些单位取消定制蔬菜，换成提货券

临近春节，本是礼盒订购热
卖的时候，但与往年春节高档肉
菜礼盒团购的火爆不同，很多实
体店的生意比较冷清。而本报记
者探访发现，在高档肉菜的生产
基地，生意依然很火。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今年4月开业的棋盘社区综合市场经营已8个月，60多间
门店仅13个开门营业，菜贩从开业之初的30多个降至目前的
10个。新市场周边老菜市、菜店已成规模，导致这里人流量
小，规划的“综合”特色也因优势不明显而无法实现。

门门店店仅仅1133家家还还在在营营业业
综合市场今冬挺“冷”

▲长清区一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各种蔬菜和家禽齐全。图为配送车间里，等待装箱外运的有机蔬菜。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已出租
的店铺多数闭
门没有营业。

见习记者
王皇 摄

综合市
场往南400多
米处的棋盘菜
市 场 菜 品 齐
全，生意不错。

见习记者
王皇 摄

有的没有租出去的店铺成了杂物堆放间。 见习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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