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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4 月 2 4 日聊
城金源马自达 4S
店 与 中 国 人 寿 财
险 聊 城 中 心 支 公
司 携 手 组 织 马 自
达 车 主 约 会 春 天
自 驾 游 活 动 。 天
公 做 美 ， 今 天 艳
阳 高 照 ， 给 各 位
车 主 一 次 完 美 的
旅 行 。 一 大 早 车
主 们 就 迫 不 及 待
的在 4S 店门口等
候 出 发 了 ， 经 过
4S 店的包装， 18
辆 马 自 达 各 款 车
型 炫 丽 登 场 ， 引
来 了 所 有 路 人 的
青 睐 ， 各 位 车 主
们 也 有 点 小 小 的
骄 傲 了 。 整 装 待

发 ， 驶 向 目 的 地
济 南 金 象 山 游 乐
园 。 两 个 半 小 时
的行程，终于到达
了 大 家 梦 想 的 欢
乐谷，群山环绕，
一片绿草丛生，放
下 工 作 ，忘 记 疲
劳，打开心扉尽情
的 享 受 这 大 山 的
气息，再加上刺激
的 电 动 娱 乐 让 您
宣 泄 一 下 工 作 与
生活的压力，大家
玩 的 不 亦 乎 。 一
天的行程结束了，
各 位 车 主 们 都 累
了，但累的开心，
回 家 的 路 上 大 家
还 在 回 味 这 个 美
好的周末。

欧尔佳公司召开
产品新闻发布暨招商大会

4 月 21 日，来自全国
各地的几百名经销售商汇
聚聊城开发区昆仑大酒
店，参加由山东欧尔佳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举行的产
品新闻发布暨招商大会。
聊城市直职能部门及开发
区领导到会祝贺。

大会上，欧尔佳公司
董事长师艺铭女士做了激
情洋溢的发言，来自四面
八方的热爱环保事业的经
销商及考察团对公司生产
的净水系列产品表现出了
浓厚的兴趣，有的当场签
署了合做意向。大会还对
做出贡献的优秀经销商进

行了奖励和表彰。
山东欧尔佳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座落在聊城开发
区，主要研发、生产RO 反
渗透膜和沃德·欧尔佳、艺
铭牌系列净水设备，拥有
新型实用型专利，环保和
质量管理体系得到省和国
家有关部门的考核、认证，
成为中国优秀的净水器研
发基地之一。公司生产的
净水系列产品，市场覆盖
全国；并远销美国、欧洲、
中东及东南亚等四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企业和品牌
的知名度与日俱升。

(建伟)

本报聊城 4 月 26 日讯(记者
杨淑君) 最近，随着运菜车直接
到蔬菜产地收菜，聊城不少超市的
蔬菜销售价甚至比批发市场还低。

26 日，记者在市区各大超市
看到，新鲜蔬菜区都挂起了促销的
牌子，不少蔬菜的价格甚至和批发
市场上的批发价差不多。

记者在亿沣连锁超市了解到，
该超市的货运车当天上午去了东昌
府区沙镇蔬菜基地采购。超市生鲜
部经理孟祥春说，目前他们销售的
蔬菜几乎全部实现“农超对接”，
其中，聊城本地菜占到 70% 到
80% 左右。

聊城大顺发超市副总经理管伟
民介绍，超市里 90% 的蔬菜都是

通过“农超对接”运来的本地菜。
此外，振华量贩超市的蔬菜也几乎
全部实现“农超对接”，百大三联
金鼎超市目前已考察4 个乡镇，打
算与当地蔬菜专业合作社签订收购
协议。

记者了解到，目前聊城各大超
市的蔬菜多数来自周边的沙镇、侯
营、梁水镇及莘县等地，还有的来
自寿光、金乡。孟祥春说，“农超
对接”菜省去中间的流通环节，每
斤蔬菜能让利于民 0.1 元至 0.3 元
左右。管伟民也表示，超市直接从
菜农手中收购蔬菜，可降低 20%
到 30% 的成本，所以有时候超市
内蔬菜的价格比蔬菜批发市场上的
还低。

运菜车直接开到地头采购

超市菜价有的
比批发市场低

26 日，东昌府区
市场发展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作为城区最大的
批发市场，光明农贸批
发市场是市场上流通的
绝大多数蔬菜的源头，
之后要经过二级、甚至
三级批发商或超市、农
贸市场菜贩等，才能到
市民的餐桌上。

根据他们的统计数
据，聊城城区市民每天
消费蔬菜 380 吨左右，
其中超市销售量占 7%
至 10% 。再结合目前
大型连锁超市 9 成左右
来自蔬菜基地的情况，
市民吃的蔬菜中“农超
对接菜”最多只有一
成。

市民餐桌上

“农超对接菜”

仅一成

据了解，并不是所有
超市都能做到农超对接。
聊城大顺发超市副总经理
管伟民告诉记者，此前，
他们到市区大型农贸批发
市场进货，运输成本低、
但中间商提价后菜价高，
如果直接去菜地，运输成
本增加，但菜价低。“只
有超市达到一定规模，销

售量足够大，‘农超对
接’后成本才能降低。”

亿沣连锁超市生鲜部
经理孟祥春介绍，此前由
于超市规模限制，直到去
年 9 月，超市的蔬菜实现
“农超对接”。此外，由
于规模较大，振华量贩连
锁超市的蔬菜也没有复杂
的流通环节。

扎难点一

规模小没能力“农超对接”
去哪里采购蔬菜才能

降低成本是超市关注的焦
点。市民王先生很疑惑地
说，听说济南章丘大葱几
分钱一斤，卷心菜烂在地
里没人要，为什么聊城的
超市不去拉？“运输成本
太高，即使免费运来也不
合算。”超市的回应让人
更加疑惑。

管伟民说，超市作为
零售方，都是从各处采购
物品，销售给市民。绝大多
数是空车出去采购，其中的
油费、过路费等等占成本的
大部分。如果能有一个物流
信息平台，将超市的物流车
纳入其中，去采购时也运一
些目的地需要的物品，这样
就能降低大部分的成本。

扎难点二

运菜车缺少物流信息平台
管伟民说，由于大型

批发商和下一个环节的批
发商、菜贩或者超市缺
乏全面的信息沟通，可能
受价格影响，多个批发商
同时收购同一种蔬菜，造
成供应过剩，但总销售量
是一定的，这样当天的价
格就会突然下降。在菜农
种 植 面 积 较 大 的 情 况

下，这种“撞车”出现的
几率就会更大。他认为受
供求关系影响，价格随时
变化，这种过快的变化给
一些人的恶意炒作提供
了机会。“所以流通的
各个要素都要有信息沟
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
整体。”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扎难点三：

流通各要素难有信息沟通

蔬菜流通难到底难在哪里？业内人士称，流通不畅、
运营成本过高是“菜贱伤菜农，菜贵伤市民”怪圈形成的
主要原因。

市区一家超市内
的蔬菜区，挂起了促销
的牌子。因为实现“农超
对接”成本降低，很多蔬
菜的价格比批发市场上
还低。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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