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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外外资资超超市市相相中中

潍潍坊坊地地头头菜菜
9 家意向单位初步被选定“农超对接”

本报 5 月 8 日讯(记者 韩杰杰)6

日，记者在沃尔玛全国联采农超对接

洽谈会上了解到，9 家互助合作意向

单位被初步选定，潍坊地头菜有望进

入这家大型外资超市。

6 日，沃尔玛全国联采农超对接洽

谈会在寿光举行，会上，潍坊 9 家单位
与大连绿嘉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农产品购销意向书。大连绿嘉侬公司作

为沃尔玛在中国较大的农产品供应商，

承担着为沃尔玛提供农超对接直采配

送的服务，此次与潍坊企业签订意向

书，意味着潍坊蔬菜打开了一条直通沃
尔玛全国系统的道路。下一步将对这 9

家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如果符合直采基

地的标准和要求，将建立沃尔玛在中国

区农超对接采购基地。

沃尔玛中国采购部鲜食发展总监

刘秉屹介绍，该超市 2007 年开始农超

对接项目的尝试，至今年 3 月，已建立

了 65 个直接采购基地。山东是一个农

业发展大省，是超市采购农产品的重要

来源，而寿光又是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
中心、集散中心，希望能利用好当地的

资源优势，既降低当地农户的种植风

险，又利于沃尔玛采购和销售网络的发

展。

潍坊市商务局副局长杨希春说，潍
坊菜与沃尔玛进行对接，能促使潍坊农

产品通过沃尔玛的采购渠道，销往全国

甚至全球。签订意向书的 9 家企业来自

安丘、寿光、昌邑、诸城、高密等地，都建

有几千亩至几万亩的基地，种植的农产
品都进行统一化管理，质量较有保障。

前有“高成本”堵截，后有“黑作坊”挤压

桶装水企“抱团”开起连锁店

近期“卖菜难”让“农超

对接”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农民

合作社和超市所采纳。目前全

市有 243 个超市进行了不同形

式的农超对接。

“超市直采、产地直供”

能从根本上解决小生产与大市
场的矛盾，而对超市来说，除

了能最大限度控制成本外，也
能形成采购的差异化，进而增

加竞争力。潍坊市商务局副局

长杨希春说， 2008 年起潍
坊积极推动“农超对接”项

目，并探索多种形式的对接

模式，目前全市有 243 个超

市进行了“农超对接”，积

极打造含农产品生产、加

工、运输、销售全过程的新

型农产品流通网络。

潍坊农超对接主要有三

种形式，分别是超市与蔬菜
生产单位(包括基地)及经营

单位进行对接，与农民专业
合作社进行对接，与出口农

产品安全示范区对接。目

前，全市 243 个超市与 600

多家蔬菜生产单位(基地)及

经营单位进行了对接，此外

还有 156 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 23 个出口农产品安全

示范区也与多家超市、农贸

市场进行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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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个超市

进行了“农超对接”

本报 5 月 8 日讯(记者 张浩)8

日，记者在潍坊市包装水行业大会暨

放心服务连锁启动仪式上了解到，为
了应对目前桶装水市场上鱼龙混杂，

良莠不齐的现状，部分水企将打造便

民宅配服务连锁，向消费者保证真桶

真水，重塑桶装水企业的形象。

协会副秘书长宿光臻说，2010 年，潍
坊整个饮用水行业产销规模近 60 万

吨，在以接近 20% 的增幅高速发展。

但由于水店覆盖面太广、配送太远、时
效太低，所以单一水店难以持续发展。

由单店经营到连锁配送及异业联盟是
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包装水协会带

头，部分桶装水企业将加盟宅配服务
连锁，打造一个老百姓信得过的品牌。

记者了解到，包装水协会市场调

查显示，目前潍坊市场上桶装水企有
145 家，而通过 QS 认证、具有生产资

格的正规水企却只有 62 家。协会副会

长刘京科说，目前行业中存在很多问
题，如地下水企多、不合规范的水点

多、劣质水桶较多、安全隐患多，而标

识混乱、误导消费及逃单等现象更层

出不穷，包装水市场面临着信任危机及

生存危机的挑战。

同时，由于目前人工成本年年上涨，

油价上涨导致运费居高不下，再加上桶

装水原材料价格上涨、净水家电的市场
冲击等因素，正规桶装水企业的利润空

间被进一步压缩。但是为了不丢失市场
份额，水企都不敢带头涨价，使得不少中

小水企被逼到了微利甚至亏损的边缘。

为此，品牌桶装水企业“抱团”打造

连锁品牌。相关负责人田万利介绍说，

连锁店内所销售的桶装水品牌从源头

水企开始把关，统一形象、统一采购、统

一配送、统一促销和统一市场管理。

记者了解到，销售网络建成后，消费者
出门 5 分钟或步行不足 2 公里就能买

到统一的放心水及水票，或通过
1603222 网上超市及服务总台选购到放
心水，使劣质、杂牌水和假水无隙可乘。

潍坊市伟驰粮油销售中心的经理陈一
鸣说，这对于桶装水和其他关乎市民衣
食住行的行业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好的

尝试。目前，已有 30 多家水企表示要加

入这种宅配服务连锁。

延伸调查：

自来水进水桶，一吨能赚 80 元

“黑作坊”成水企“杀手”
奎文区一家桶装水门店负

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1998

年，奎文区只有两家桶装水门

店。当时喝桶装水的人数极少，

刚开店时，销量较小，一个月能

有 500 桶的销量就算不错了。

那时候，送水工的工资为每月
500 元。从 2003 年开始，一些桶

装水门店开始低价抢市。王先

生所在的区域，1998 年有 2 家

门店，2007 年有了 30 家左右。

安丘一家水企的负责人罗

列了一些数据：6 年前，水费为
每立方米 1 . 20 元，现在将近
3 . 00 元。6 年前，工人月薪 500

元，现在是 1500 元。6 年前，电

费每度 6 角多，现在是 9 角多。

4 年前，柴油每升 2 元多，现在

是 6 元多。

对门店来说，虽然成本一
路飞涨，但零售价却基本没有

变化。1998 年，规格 18 . 9L 的桶

装水，崂山矿泉水售价 30 元，

现在是 20 元；奇灵、银泉售
价 8-10 元，现在依然是 8-10

元之间。

成本压力很大，但最大

的压力还是来自那些无牌无
证的小作坊。

无牌无证的黑水厂、小

作坊，在减少甚至省略设备、

厂房、环境、管理等投入的基

础上节省了大量成本，生产
出来的水能够以非常低的价

格迅速抢占市场，而正规厂

家的生产成本高，价格也较

高，由此引起市场上饮用水

价格混乱的状态。据调查，目

前潍坊市场上桶装水一桶

18 . 9L 的水，市场价最高为
20 元，最低仅为 3 元。

不合规范的桶装水企业

投资小、利润大。例如，有个别

企业仅花销 1 万余元购置了

一台净水机，来净化自来水，

再安排 2 名工人负责生产和

运输，就开始了纯净水的生产
销售。以 18 . 9L 一桶为例，一

吨自来水能装接近 53 桶水。

以每桶水出厂价 2 .5 元计算，

除出其中的自来水费、电费、

机器损耗等必要的支出，每桶

水可获纯利润 1 .5 元左右，一

吨水能盈利 79 . 5 元。按日销

售量在 500 桶计算，每日的利

润是 750 元，年利润是 270000

元左右。

根据潍坊市包装水协会

进行的市场调查，目前，市场

上桶装水企有 145 个，通过

QS 认证具有生产资格的正

规水企为 62 家(含各县市区

及一些注册桶装水而未进行

生产的企业)，无证非法生产
的比例高达 57%。并且在无

证生产的企业中，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食品安全准入

证全无的黑窝点占 30% 左

右。

从监管部门角度讲，多头

管理留出监管真空。桶装水行

业缺少统一的管理标准，为一

些不法生产厂家留下了可乘之

机。

记者了解到，目前，饮用水

的质量监督主要涉及到 7 个部

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水

源鉴定；工商部门负责核发营

业执照；卫生防疫部门审批

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

证；质量技术监管部门则负

责核发生产许可证并对饮用

水生产领域实施质量监督；

公安部门负责包装水物流运

输配送车辆的监督检查；商

务部门负责市场流通秩序监

管；食品药品部门负责饮用

水的质量安全。

但以上监管机构都是相

对独立的，很可能在操作过

程中出现不连贯，从而给监

管留出真空地带。而仅靠任

何一个监管部门去规范桶装

水市场，都显得力量薄弱，不

易操作。

本报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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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桶水七个“管家”

桶装水管理有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