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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销量是平日两三倍”
提前半月备货、全员上岗……菏泽网商热战“双11”
本报记者 姚楠 陈晨

1 1日零时一过，大批装
满购物车的消费者开始握紧
鼠标，秒杀、抢红包、抢折扣、
抽大奖各种活动开始，引来
了大批购买者，参与折扣的
菏泽天猫商家也迎来了比平
时高一倍甚至数倍的销量增
长。

“叮咚、叮咚”，11日下午，
在李先生的办公室，记者看到
5名工作人员紧张忙碌着，阿
里旺旺的声音此起彼伏，包装

间内工作人员忙个不停，手头
边已摞起半米多高待发货物。
李先生在天猫商城销售工艺
品，“双11”这天，全店五折销
售。

天猫商城一位不愿透露
姓 名 的 菏 泽 店 主 称 ，与“ 五
一”、“十一”、“过年”等常规节
庆相比，“双11”的折扣力度是
最大的，“平时店铺一般最低
才八五折。”

这是李先生第三年迎战

“双11”购物狂欢节。“2010年还
只是有个苗头，去年增长就非
常明显，今年淘宝商城提前宣
传，预计销量也会有较大增
长。”为准备“双11”全店折扣活
动，他已提前半个月向生产厂
家要货，备下了十几万元的货
物。“全店五折、全场包邮，确实
比较实惠，根据往年的经验，当
天销量肯定要比以往大，所以
要提前备货做足准备，保证发
货速度。”

“全场包邮”、“全店五折”、“仅此一天”……预热已久的
“天猫双11购物狂欢节”11月11日零点如期登场。来自淘宝商
城的官方数据显示，从11日零点至凌晨2时，天猫已完成交易
33亿元，两小时就超过去年整天的交易额，“双11”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购物狂欢节。

在这场狂欢节中，菏泽网商也摩拳擦掌，不甘示弱。菏泽多
家淘宝商城商家表示，对“双11”折扣活动非常重视，已提前半个
多月联系生产厂家备足货物。全店五折的大力优惠也给他们带
来了丰厚的回报，尽管并没有进入主会场，菏泽不少商家还是
在“双11”一天内完成了平时两倍甚至数倍的销量。

菏泽网商提前半月备货，热战“双11”

“平时快递一天来一次
就够了，今天来了五趟货还
没发完。”李先生称，他们已
经预料到会比较忙，且安排
客服全员上岗，开始加班，但
如此忙碌，还是有点超出了
最初的预想。

“全店五折、全场包邮，这
个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尤其
是物流成本越来越高，折扣下
来接近成本线。”李先生称，“双
11”购物节是以价换量，比平时
低一半的价格吸引了不少买
家，“11日一天发货量是平时的
三倍左右”。

记者从一家主营棉制品的

菏泽天猫店看到，该店不仅全
场打折(吊牌价2-3折，店铺价4
-4 . 5折)，而且还有满减、秒杀、
拍卖、抽奖等活动，种类繁多，
吸人眼球。

菏泽一家主营家居用品的
天猫旗舰店工作人员任玲告诉
记者，今年是店铺第一次参加

“双11”活动，从零点至14点共
成交四五百单，“平时日均成交
量也就几十单”。

李先生透露，通过与同行
交流，他了解到，目前菏泽市区
内有七八十个天猫商家，涵盖
服装、化妆品、食品、工艺品等
多个种类，拥有5名左右客服人

员的算是中等规模，较大的网
店平常一天就可发出三四千件
货物，价值在50万元以上，曹县
一家在天猫商城上经营家居用
品的商户平常一天能发送一卡
车的货物。

尽管如此，菏泽网商的
实力与网店的规模还无法与
国内大的网店相比。根据规
则，淘宝商城“双 1 1”折扣活
动分为主会场、分会场，9月
底前淘宝就完成了主会场的
招商活动，其中并未有菏泽
网商的身影，而这个招商，更
多的是考虑网店的规模以及
网商的实力。

“‘双11’一天的发货量是平时的三倍”

种植面积是去年的3倍，地头卖价却是高峰时的1/3

陈集山药遭遇市场尴尬
文/本报记者 梁斌 片/本报记者 邓兴宇

陈集山药是秋冬进补佳品，却陷入了价格的浮浮沉
沉——— 高峰时地头价能达10元/斤以上，今年的菜市场卖价还
不到6元/斤。一时间，不少人说是今年产量高导致价格稍低。
而业内专家的调研结论恰恰相反——— 陈集山药的销售，不能
按萝卜白菜的卖法卖，得卖品牌，卖特色。

定陶鸡皮糙山药富锌富硒，还有点甜。与其品质不匹配的
是，价格的飘忽不定总让种植户摸不着方向。以今年为例，地
头价才3 . 5元/斤，不到高峰时地头价的1/3。定陶山药到底怎么
了？11月初，记者来到陈集山药的原产地探访价格之谜。

与陈集山药价格截

然不同的是温县“铁棍山

药”。据《河南商报》报道，

当前，温县“铁棍”的批发

价在8元左右，是陈集山

药价格的两倍。若在高峰

时，温县“铁棍”的市场价

在40元以上，仍是陈集山

药市场价的两倍。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尽管温县山药和陈集山

药同属铁棍品系，可在

“铁棍”品牌的强势掘进

下，“铁棍山药”名号已经

名震南北。“铁棍山药”成

了山药界的“养生王”，销

量、价格自然不是问题。

陈集山药因为和“铁

棍”长得相像，经常被当

做“铁棍”的影子。山药形

势好，就跟着赚一把；形

势不好，就把山药当萝卜

白菜一样拉到市场卖了。

这正是其逃不出价格怪

圈的“魔咒”。

要“跳”出去，就要回

归陈集山药的“养生”本

位，每时每刻、每处每地

都要打造、亮出陈集山药

的牌子，不要再把陈集山

药当萝卜白菜卖了。

(记者 梁斌)

有品牌，

才有高价

观 点

11月1日上午，陈集山药的
集中地——— 中沙海山药市场
上，一堆堆山药一字排开，码在
市场内的台子上，延伸五百多
米。种植户、二道贩、收购商混
在电动三轮、机动三轮和小卡
车中讨价还价，筛选、过磅，叫
卖声、砍价声不绝于耳。

在市场一角，卖家和买家
的激烈争执吸引了众人目光。
卖家喊着：“筛得过细，把好的
扔到孬的一堆了”；买家回应：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想这样，
可以不卖。”

卖山药的小伙从满载三轮

车上跳下来，瞪大眼睛，盯着正
筛选山药的买方。小伙的大哥
蹲在水泥台上，夹着烟，耷拉
着脑袋，看着买方一根一根筛
选；小伙的母亲，紧抱臂膀，对
买方说着，“这个可以”，“那个
也行”。

小伙叫张磊，是中沙海村
民，和俩个哥哥在外承包了57
亩地种山药，本想发笔“山药
财”。然而3 . 5元/斤甚至更低
的价格，让张磊感叹，“每亩得
赔上千块吧”，但他不甘心，

“肯定还种，价格不会一直这
样”。

本想发“山药财”，每亩赔了千余元

张磊摊位不远处，人称“吴
二百”的吴延振叼着烟忙着给
种植户过磅。过去，吴延振每年
能种二百亩山药，获得了“吴二
百”称号，还当上了收购商。“这
是我的名片，嘿嘿，央视采访过
我。”见陌生人来，吴延振马上
掏出名片，名片的背面，专门印
着山药的特殊功效。

“ 一 斤 四 块 钱 才 不 算 赔
本。”有近二十年山药种植经验
的吴延振说，刨去租地费、化肥
钱、雇工费等投入成本，每斤三
块多的山药售价确实不能说挣
钱，“张磊每亩赔上千元的说法
不为过。”吴延振估计，明年山
药价格为涨点，涨多少他也不
敢多说，“回到2010年的价格太
难了”。

吴延振说的2010年，是陈
集山药辉煌的见证。这一年陈
集山药的市场价能达到23元/

斤，不少地方地头价也能达10
元/斤以上。即便是在价格不景
气的2011年，市场价也长期维
持在10元/斤以上，地头价刚开
始还达到8元/斤。有种植户算
过账，一年种亩山药顶过七年
种亩玉米。

如此好的效益一下子激发
了农户的种植热情。据定陶高
级农艺师荣存良初步估计，定
陶人今年种的山药，能达去年
的3倍。据此估计，山药种植面
积在五万亩以上。

量大价低使人们想起了
定 陶 山 药 史 上 的“ 黑 色
2007”。据介绍，那一年，山药
价格降低至1元/斤，不少种植
户都把山药抛在了地里。“这
样 看 来 ，山 药 还 是 和 白 菜 一
样，在过山车的价格圈里跌跌
撞撞。”吴延振总在琢磨山药
价格规律。

难道山药如白菜，陷入价格怪圈？

▲11日，一名网店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货物打包。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现在的卖价之下，买家卖家都“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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