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如夏，雪糕市场提前“开打”

冷冷饮饮厂厂家家小小型型冰冰柜柜““暗暗战战””街街头头

轨轨道道交交通通第第二二轮轮建建设设规规划划招招标标
规划总长度超过120公里，总投资约650亿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 刘雅菲）
30日，记者从济南公共资源交易网获
悉，济南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

（2016-2020）编制正式对外招标。这一
期规划线路总长将超过120公里。

记者从招标公告中了解到，济南市
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 2 0 1 6 -
2020），项目业主为济南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投资，项
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总投资约650
亿元。总长度大于120公里（具体线位和
长度需在建设规划中研究论证）。

这一次的招标范围为结合《济南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济南市轨道交通
近期建设规划（2015-2019）》及相关轨
道交通规划的研究成果，编制第二轮建
设规划，规划年限2016-2020年，包含
R1线延长线、R2线优化调整、R3线延
长线、轨道交通M1、M2、M3、M4线。

据了解，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准了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
规划(2015-2019)，这一规划中明确,到
2019年，R1线、R2线一期工程和R3线
一期工程将全部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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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柜增多背后，是雪糕市场“暗战”

山师东路一家长年销售雪糕的便
利店老板说，小冰柜只卖一种厂家品牌
产品，其实是很多厂家为了宣传新品铺
开的。“小冰柜都是商店老板与雪糕生
产厂家或者总经销商签订了合同，免费
放在店里，只卖厂家指定品牌的产品。”
该老板说。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好阿婆”雪糕
济南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认同，该品牌雪
糕目前已在济南大小商店铺开，大有赶
超“东北大板”之势。“去年‘东北大板’
应该是‘五一’前后在济南上市的，我们
的销售模式和他们类似，但为了抢先，
我们在去年腊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铺
开冰柜了。”该工作人员说。

“因为我们上得早，所以我们电费
补贴高一些，等到两个月之后就是五一
前后，那时候开始进入雪糕销售旺季，
销售情况肯定会好，所以电费补贴就降
低一些。”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公司已对
今年雪糕销售的激烈竞争有预期，进入
夏季打价格战时，应该还会有优惠。

和“好阿婆”同为新近使用小冰柜
的还有老牌雪糕品牌“伊利”。“年前就
开始铺冰柜，济南总共有300个，早就已
经放下去了，现在已经没有了。”负责为
二环以东地区配送“伊利”雪糕的伊利
配送站负责人说。

“东北大板”红宝石公司销售人员
表示，今年雪糕销售补贴政策与去年一
样，并未增加。由于多品牌采用类似的
销售模式，今年雪糕销量肯定会受到影
响，但产品去年已铺开500台小冰柜，已
在济南市场抢得先机。

而随着各品牌小冰柜的铺开，各品
牌已开始广招配送人员。在多个济南同
城网站上，“伊利”、“东北大板”等品牌
已开出高价招聘雪糕配送员。“东北大
板”的红宝石公司给出的价码最高已有
8000元。“提成占了很大一部分，给你一
个送货车，你能送多少就提成多少，也
得做推销员的工作，多增一个冰柜，产
品就送得多，提成就多。”该公司济南销
售人员说。

商店小冰柜走俏，仅售单品牌雪糕

“刚过了二月二，街上很多店都摆出
了冰柜，而且雪糕产品也很多。往年都是

‘五一’前后开始多起来的。”近日，市民牛
先生发现，今年济南的雪糕卖得特别早。

“今年天热得早，已经有很多学生开
始吃雪糕了，销量还可以。”山师附中附
近的一家商店老板说。在靠近山东大学
洪家楼校区南门的一个较大摊位上，前
前后后摆了6台大大小小不同品牌的冰
柜，销售各种品牌的雪糕。

记者走访山师、洪家楼、泉城路、站前
街等多地发现，随着气温回升，不仅行人
轻装上阵，就连冰柜都“瘦了身”，原来两
开门式的大冰柜消失了近大半，取而代之
的是仅有大冰柜一半大小的小冰柜。

小冰柜销售去年曾火爆一时，去
年在省城出现的“东北大板”雪糕就使
用的是小冰柜。该品牌雪糕区别于其

他品牌，被放在高约70厘米、长和宽都
约60厘米的小冰柜里出售，小冰柜上
统一样式，都写着产品和厂家名称。

而今年“伊利”也已经上了大小类
似的小冰柜，另一个厂家在菏泽的雪
糕品牌“好阿婆”也使用的小冰柜，冰
柜上画着品牌logo和宣传语。山师北街
有两家便利店都在使用小冰柜，山东
大学洪家楼校区南门附近10家报刊摊
中7家都用的小冰柜。

山师附中附近的一家商店老板
说，由于今年第一次卖雪糕，还不知道
销量能有多少，不敢贸然使用大冰柜，
而小冰柜体积小，不占地方，也不用交
押金，还有电费补贴，成本已经很低。

“小冰柜体积小节省空间，天凉的
时候雪糕销量少，使用小冰柜可以减
少囤货。”山师东路一家店铺老板说。

近日，省城气温升高，虽仅是3月底，但不少商店已提前摆出冰柜开卖雪糕。
去年以小冰柜单品牌销售的“东北大板”火爆，而今年省城街头已多了至少两种
小冰柜销售的品牌，且为了抢先占领市场，从春节前就已开始推广。而小冰柜铺
开的现象背后，则是越来越激烈的雪糕市场竞争。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李粟 卢燕

洪家楼广场一个摊点已摆上3种品牌的小冰柜。

市场开始细分，便宜雪糕可能越来越少

“以前吃雪糕，大多都是1元一支，
顶多3元一支。上了3元那就是特别贵的
了，一般不舍得买。”济南市民李女士
说，十年前自己上大学时，济南的群康
老冰棍才5毛钱，豆排1元好几根，伊利
蒙牛1 . 5元一支的雪糕已经很优质，3
元左右的雪糕就属于高端了，像麦当
劳、肯德基这些快餐店里的甜筒就是3
元左右，好久才吃一回。

去年“东北大板”雪糕定价在3元左
右，但在济南市场稍有逊色。本土济南
群康定价在1元左右的产品仍占有较大
市场。

“定价主要考虑口味和制作工艺
确实比较好，另外也是为了和其他品
牌相区分，目前在市中心高校附近
560支一箱一般半个月能销完，但在
市中区十六里河附近销量就低很多，
很多人还是喜欢更便宜的雪糕。”“好
阿婆”雪糕厂家设在济南的办事处工

作人员说，但是市民对吃越来越讲究，
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所以这个区间的产
品还会吸引不少市民。

而“好阿婆”将产品售价定在3元至
5元，卖板块雪糕、甜筒和盒装雪糕。“伊
利”的小冰柜主要用于推广其售价较高
的4元至7元盒装雪糕，大冰柜仍销售4
元以下产品。

记者了解到，用小冰柜销售的雪糕
每支约有1元的利润，加上每月约60元
的电费补贴，销售利润较高，铺开迅速。
而传统的一支售价两三元的雪糕一般
会有七八毛的利润，售价一元钱的雪糕
则只有两三毛钱的利润。每个月补贴的
电费也更少，约补50元。虽然多家品牌
均表示只要不放在同一个冰柜，可以同
时售卖其他品牌产品，但利润率更低的
低价位雪糕对销售商家的吸引力正在
下降。已有市民开始担心，便宜又有质
量保障的雪糕可能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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