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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一块石头上百万
半年却卖不出一块

5月1日，泰安城西的泰山奇
石市场鲜有客人，与泰山景区的
人潮形成鲜明对比。偌大的市场
上，要价百万的巨石随处可见，
可站着的石头却比来往的顾客
还要多，半天也见不到一个顾
客的影子。

“现在的泰山石市场啊，不
比以前了，好多家都多半年没
开张了。”在市场开店的李先
生，早上叼着烟在市场转悠了一
圈，看到别家也都没生意，他心
里才“踏实”下来。李先生指着一
块三米多高、十多米长的石头
说，“那块是正宗的泰山石，放在
那至少八九年了，光原石成本
就七八十万，低于100万不卖。”

泰安城东的省庄奇石市
场，与城西的奇石市场遥相呼
应。两处市场售卖的石头差别
不大，从惨淡的光景看，就像

“难兄难弟”一样。一些店老板
表示，店里大半年都没有开张
了。

在岱岳区黄前镇、下港镇、
大津口乡等地道路周边，专门
从事奇石销售的店家少说也有
几百家。他们大小石头兼卖，有
的合伙买大石再转卖，但行情
都好不到哪去。

从事奇石行业九年的李刚
（化名）告诉记者，从2010年以
来，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卖不
出一块大石头，已经不是新鲜
事。“特别是近两三年，日子一
天不如一天了。”

卖树苗的转行卖石头
折腾四年赔了30万

泰山石曾经的暴利，是买
家卖家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一块石头动辄几千上万，成本
更多的是开采、运输和疏通关
系。号称“开张吃三年”的奇石
行业，如今却只能转行。

曾在省庄奇石市场专卖大
型泰山石的王老板，2010年左
右入行，四年后“败北”。说起那

段经历，王老板直咂吧嘴，后悔
只看到别人卖一块石头就能买
辆好车的利润，没想到之后一
路走跌市场遇冷。

2010年，在省庄种树苗的
老王，看到别人卖奇石赚得盆
满钵满，也想着试试看。他把刚
种上的10亩树苗贱卖，折腾下
来赔了四五万。老王和朋友合
伙投资，从别人手里买下三块
大石。“投了多少钱就不说了，
反正接手的时候基本是最高
点，到2014年处理给别人时，一
共赔了30多万，五六年的积蓄
都搭进去了。”在奇石行里走了
一遭，老王自嘲“褪了一层皮”。
如今，他只好干回老本行，从倒
卖树苗重新做起。

同样体会到生意难做的，
还有吊车、拖车司机。李先生有
一部50吨的吊车，2000年初，他
几乎每天忙到凌晨四五点，而
现在，几乎很少加班到晚上。

“买石头的少，老板进货更少，
我正琢磨去哪再找点活呢！”

一块石头存了六年
曾经的大客户少了

和当下小型观赏奇石为主
不同，前些年泰山石的火爆，主
要是大型奇石，曾经远销全国
各地甚至边疆地区。

岱岳区大津口乡的奇石销
售商老刘，今年还不到60岁，已
做了13年的奇石生意。说起入
行的缘由，老刘直说因为“羡
慕”。在2001年，老刘看到同村
人卖了一块40吨的泰山石，一
转手就赚了50万，一块石头让
全家飞黄腾达起来。

在入行前，老刘是一家企
业的普通工人，住黄前镇的
农村老家。如今，老刘在城区
给儿子买了一套三居室，和
儿子各有一辆 2 0 多万的轿
车，靠的就是前些年抓住的一
个大客户。

老刘的大客户生意遍布北
方多个省份，曾卖过一块石头
到新疆，光运输费就花了30多
万。老刘说，大型泰山石的主要
买家是企事业单位。“单位买大
石头，出价高，要100万还是150
万，都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几

年，这样的大客户几乎绝迹了，
“偶尔有效益好的私企想买块
大石头，大家都挤破头，推销自
家的存货。”

“那块立石存了六年了，
原来有人出100万没卖，现在
老板6 0万就卖，还是愁找不
到买家。”黄前镇一家奇石店
的老板悄悄说，从往年的不愁
卖，到现在卖不出去，谁家有
苦谁知道。

本地已禁采十年
河北石头来傍名牌

销售泰山石的卖家把“中
华泰山”、“泰山石”等字样贴在
石头上，实际上，泰安本地已禁
采十年。市面上销售的巨石，更
多的是挂着泰山石名头的冒牌
货。销售商从河北等地拉来石
头冒充泰山石，在业内早已达
成“默契”。

2006年，泰安市人民政府
发布《关于划定泰山石保护区
的通知》，将泰山石保护区的范
围划分为泰山风景区保护区、
下港保护区和徂徕山保护区。
泰山石保护区内，禁止从事各
类采矿活动，泰安政府部门也
多次进行综合整治。

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询
问了多位奇石卖家能不能“保
真”，没有一位敢拍胸脯，一位
卖家甚至笑着说，“在泰安买的
石头就是泰山石，大家都这么
想，何必这么较真？”

业内人士称，相当一部分
所谓的“泰山石”，其实只是石
质相仿的河北石、临沂石。其
中，河北曲阳县是泰安奇石销
售商采购的主产地。一块在河
北标价10万的石头，运到泰安
贴上泰山石的标签，除去运费
还能再赚几倍。

“泰安本地市场上销售的
泰山石，特别是大型泰山石，没
有点眼力很难分辨真假。真真
假 假 ，有 一 半 是 真 的 就 不
错。”奇石销售商老刘说，真
正的泰山巨石不多了，多数是
几年前的库存货。“因为本地
泰山石已禁止开采十年了，产
地没了，石头却一直在卖，真
正的本地货很少了。

巨巨型型泰泰山山石石，，多多数数竟竟是是河河北北产产
曾经价值百万，如今狂降40万没人要

近日，北京金融街亚投行总部大楼投入使用，巨型泰
山石徽标处，不时有路人驻足拍照，泰山石又一次进入了
人们的视线。在泰山石的正宗产地泰安，这一行业却正经
历着更加严峻的寒冬。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甚至三年
的往日辉煌已不在。其实，早在六年前，泰安市就明令禁止
开采泰山石。齐鲁晚报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叫卖上百万
的泰山石，多数竟是产自河北的冒牌货。

家家家家都都有有小小型型泰泰山山石石
开开网网店店也也卖卖不不了了多多少少

葛相关链接

泰安及周边地市爱好泰山石的人，不只把泰山石当做
消费品，更多的寄予镇宅等吉祥寓意。个人买家占中小型泰
山石消费市场的主流，他们多用作收藏或馈赠亲友。小型泰
山石的主要卖点还是镇宅辟邪、化煞补缺。

家在泰山脚下，特别是岱岳区黄前镇、下港镇及大津口
乡等地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存着一些泰山石。这些泰山
石，多数是他们早年从山沟、河道甚至堤堰上找到的，有着
独特的花纹图案。

在岱岳区下港镇，村民赵先生的家里堆着几十块小型
泰山石。至今，他还隔三差五到村边的河里，翻一翻石头，找
一找奇石，看到有点模样的就拿回家收藏起来。用来防止水
土流失的堤堰，被逢年过节回家的人翻过了不下几十遍，图
案精美的石头无一幸免。除了自己收藏外，村民搜集石头的
主要目的还是对外销售。“在济南到泰安的省道上，在路边
开熟食店、饭馆、小卖部的村民也都兼职卖石头了，市场已
经非常饱和了。”

近几年，为拓展销路，不少销售商都开了网店。尽管如此，
由于卖家多了、买主少了，石头的价格还是回落了不少。“一块
卖相还算可以的小型泰山石，从原来几千元落到现在的几百
块钱，店铺月销量大多超不过十块。认可泰山石的外地人还是
少，本地人家里又不缺这个，想靠小石头发财有点难。”泰山景
区红门附近一位店老板说。 本报记者 赵兴超

在泰安城西的泰山奇石市场，奇石林立，但一天也见不到几位顾客。

奇石市场客源不多，吊车司机也无活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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