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快递公司超七成业务与市民网购有关

“网商每年从菏吸金约2.6亿元”
本报记者 陈晨

“二楼5个包裹！”11月7日10时，
菏泽一快递员小郭赶到中华路某公
司，“这家公司每天都有很多包裹。”

公司员工小王熟练地翻着快递
单，找到自己的名字，签字后又开始
翻找自己的包裹。据介绍，小王从
2008年开始接触网购，衣服、化妆
品、手机、相机、机票，甚至笔记本电
脑都从网上买，在网上的消费也越
来越高。

“网购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买什么

东西都要考虑是不是从网上买更便
宜。当然，网购花的钱也越来越多。”小
王支付宝上的消费记录显示：2008年
其网购花销为8250元，2009年为12000
元，2010年为15000元，2011年为18000
元，“估计今年得超过2万元”。

随着网购的普及，电商涉及的范
围越来越广，卖的种类更是五花八
门。像小王一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
网购的主力军，每年在网上消费的金
额不比现实中少。

油用牡丹只能榨油？
菏泽今年共种植15万亩油用牡丹，

除榨油外，还可发展采茶、旅游
本报记者 张歆然

据了解，菏泽油用牡丹
全部采用凤丹白这一个品
种，凤丹白属白色系牡丹，呈
单瓣粉白色。花开时节，定能
呈现出与三大牡丹园截然不
同的壮观景色。

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
今园每年4月都是人满为患，
色系齐全、品种繁多是三大园
的特色牡丹。但大面积地种植
单单一个品种，则能给游客带
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陈学湘
说，成规模的牡丹、特别是能
达到百亩以上的，花开时用花
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气势
磅礴、景色壮丽。而这样的美
景，来菏泽游玩的游客若错
过，岂不可惜？

有不少市民建议，牡丹

产业的发展，可以兼顾旅游，
让游客既能在古典园林里欣
赏牡丹，也能到田间地头亲
近牡丹，感受这最为原生态
的花海阵容。

“甚至可以发展牡丹采
茶游，不仅能赏花，还能体验
采茶的乐趣，感受鲁西南的
风土民情。”菏泽一旅行社负
责人称，牡丹采茶游在全国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而这种
旅游模式体验感极强，“肯定
能吸引不少游客”。

陈学湘说，他们也有利
用这些油用牡丹兼顾开发旅
游的想法，“毕竟这是第一
年，我们有计划在明年多选
择几个牡丹品种拓宽发展旅
游的道路。”

菊香社区居民念起菊花致富经
不仅菏泽菊花展上的菊花全来自该社区，而且全国菊花商找上门来订货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11月7日上午8点，天气

还有微微的寒意，牡丹区菊

香社区李楼自然村村民李

华亭已经开始在菏泽27届

菊花展上忙碌了。

据介绍，此次菊花展上

的菊花均由李楼村村民提

供，也是村民们特意预留下

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很好，

如果不专门留下，就卖完

了。甚至明年的菊花也被预

订了。”菊香社区居民发起

了菊花财。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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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的到来，让菏泽不少网购达人摩拳擦掌，准备大战一场。根
据菏泽快递公司统计，目前，七成以上的快递是市民从其他城市的网
店里购买的商品。按照平均每个件100元来计算，意味着每年菏泽市民
的网购花销共约2 . 6亿元。

网购渐成年轻人消费主渠道

受身边热衷网购的年轻人
影响，一些中老年人也开了账
号，时不时地挂在网上，淘取中
意的物品。接触网购五年的李女
士认为，有时候觉得网购省了
钱，其实小支出攒起来也是不小
的数目。

“只要不需要，再便宜也不
要！”今年50岁的蔡女士说这是她
的购物准则，自从跟着女儿接触
了网购以后，她对价格更敏感了。
比市场标价便宜五成的东西晃花
了她的眼，尝试着从网上买了几
次东西，寄过来质量都还不错。

后来蔡女士也办了一张银
行卡，开通了U盾，去商场买衣
服、电器的时候还会记下货号去
网上对比一下。现在她更成了朋
友圈中的网购达人，一群中年人
经常凑在一起，看到有便宜的

“宝贝”，便会组团下单。

图“便宜”，中年人涉足网上购物

业内人士表示，从快递上来
看，目前菏泽总体来说是“派大
于收”。

“平常时候每天派件2400-
2600票，现在商家搞活动，每天
派件达3000票，但收件没有因为
网购旺季到来有啥大变化，平均

每天约收1600票”。申通快递菏
泽公司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菏泽的三通一
达(中通、申通、圆通、韵达)快递
公司平均每年要派送369万余票
快递，其中有264万余票是电商
件，也就是菏泽市民从其他城市

的网店里购买的商品。
“平均下来，一件快递的单

价为100元吧。”一淘宝商家说，
考虑到邮费，一般顾客在网店里
消费并不低。照此来计算，意味
着每年菏泽市民的网购花销共
约2 . 6亿元。

每年菏泽人网购花销共约2 . 6亿元

“基本上3天浇水一次。”太阳
刚在冷风中探出头，李华亭已经在
菏泽第27届菊花展青年湖公园展
区忙碌了。他捏皮管，丝毫不在意
冷水经手喷出，全部心思都放在了
怒放的菊花上面。

各个品种的菊花争相开放，
黄的富贵大气、紫的妖娆艳丽、绿
的清新淡雅，除了各种颜色的菊
花，孔雀开屏、宝塔等各种菊花造

型栩栩如生，百余品种的菊花把
入冬的公园装扮得如春般朝气，
还没入园，扑鼻而来的菊花香就
沁人心脾。

据了解，本届菊花展展出的菊
花全部由菊香社区李楼自然村的
居民提供，也是村民们为本届菊花
节预留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很好，
如果不专门留下，就卖完了”。

菊香社区李楼村的菊花卖得

好，村子里的种花能手也都有扎花
绝活。拥有扎菊花造型技术的李华
亭已经在外工作很多年，为各大城
市花展准备菊花造型，是开封、哈
尔滨等多地公园特聘的技术人员。

“曾经在佳木斯花展做过4米
长的大牛造型。”如今李华亭把主
要精力放在照顾参展的菊花上了，

“从外地回来快一个月了，就在家
呆了3天”。

菊花展上的菊花全部来自菊香社区

菊香社区李楼村作为菏泽专
业菊花种植村，已经远近闻名。“我
们社区名为‘菊香社区’，也是因种
菊花而得名。”李华亭说。

菊香社区书记张友华告诉记
者，目前，李楼自然村菊花种植面
积已达400余亩，“即便如此，今年
的销售依然供不应求”。

据其介绍，约 3 0年前，村子
里只有部分人种菊花，而且还需
要自己用车拉到市场上销售。后

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菊
花 ，为 了 使 菊 花 种 植 更 加 专 业
化，“相关部门还出资把村里的
路修好，方便村民对外销售。”张
友华称。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通过园林
部门提供的机会，走出家门学习种
植技术。“到广州一些地方学习过
种植技术，也借机会引进更多品
种。”李华亭说。

“规模扩大，加上媒体宣传

等方式，全国各地的买菊商都来
这 里 拉 菊 花 。”经 过 3 0 年 的 发
展，菊香社区李楼村村的村民再
也不用出门卖花，只需将花拉到
村头，从西安、济宁、重庆、威海
等地赶来的买家会直接装车买
走。

今年花农们再获丰收，很多没
有及时赶到的买家只能拉着空车
遗憾而归。“很多人下了明年的订
单，提前预订。”

400亩菊花供不应求，“商家上门来预订”

李华亭为菊花浇水。

据估计，除观赏牡丹外，今年菏泽共种植油
用牡丹近15万亩，全部为凤丹白。再到谷雨时节，
这农间地头的白色花海，一定能带给人们不一样
的视觉、感官效果。除了榨油，同步发展旅游，实
现“三赢”。

2011年3月，牡丹籽油被
列入山东省油料产业振兴规
划，菏泽被列为全省三大新
开发油料基地之一。国家林
业局将菏泽市列为全国油用
牡丹生产基地试点区。菏泽
拟用5年时间建设牡丹籽油
料基地200万亩，重点规划区
域在400万亩丰产林复种区、
黄河故道区、黄河淤背区和
部分高位黄河滩区。

国家牡丹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学湘告诉
记者，今年菏泽的油用牡丹

种植面积将于10号之后统计
出来，“我们估计，能达到近
15万亩。”

据介绍，这些油用牡丹
除采下牡丹籽加工牡丹油之
外，牡丹花瓣、牡丹花蕊和牡
丹叶也各有用途。陈学湘说，
牡丹茶的采茶过程与普通茶
叶的采茶过程很相似，只有
花蕊茶是花农将整朵牡丹摘
回家后再进行单独采摘的。

“牡丹花瓣可以做花瓣茶，牡
丹花蕊可以做花蕊茶，同样
牡丹叶也可以做茶叶。”

不光能榨油，15万亩油用牡丹还可制茶

成规模大田牡丹，花海还可供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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