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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天产出3500吨柿饼
柿农高价雇人削皮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蔚晓贤 马媛媛

雇人削皮费用
一天涨到80元

霜降一过，隐士村又开始
了一年中最忙的时节。11月1日
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潍坊市区开车前往临朐县五
井镇隐士村，两个半小时后，记
者走进了一个柿子的世界。

老赵的晾柿房就紧挨着公
路，里面已经挂满一串串黄中
透红的柿饼，一筐筐刚摘下来
的柿子摆在房外，十几名妇女
坐在望不到头的柿子堆里，去
萼、削皮，也顾不上拉呱。

全村近3万棵柿子树全红
了，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这里
将产出近3500吨柿饼，然后远
销国内外。

眼下，所有柿农都在加班
加点赶制柿饼，削皮费用已经
涨到一天80元钱，“再贵也得雇
人啊。”老赵告诉记者，他现在
雇了二三十个人，在墙角处，老
赵还搭了炉灶，请了厨师，雇来
的工人他还得管饭吃。

老赵不仅自己种着柿子，
还和别人一起搞合作社收柿
子，他负责加工。老赵告诉记
者，他这里每天加工的柿子大
约有1万斤，一年销售的柿饼将
近200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事
柿饼加工的工人几乎没有本村
的，基本都来自周边几个村，一
位被雇来削皮的妇女告诉记
者，她来自邻村茹家庄，虽然相
隔不远，但他们村不产柿子。

根据老赵提供的数据，记
者算了一笔账，像老赵这样的
合作社，在40天左右的柿饼加
工期间，大约需要雇40名工人，
每人每天至少80元工资，40天
下来，光削皮这一项的人工费
就需要近13万元。老赵告诉记
者，他一年能挣30万元左右，这
个数字明显有些保守。

以前烂在树上没人要
现在柿饼畅销日韩

记者在隐士村看到，路边
停满了车，很多都是外地来的。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个季节，
隐士村算是最热闹的时候，有
来拍柿子的摄影爱好者，更多
的是来订货的买家。

村民赵万法告诉记者，隐
士村种柿子虽然已有几百年历
史，但柿子被村民当成宝贝也
就是近几年的事，以前柿子烂
在树上也没人要。

赵万法还记得当年为了推
销柿子受的苦，“做出的柿饼卖
不出去，相当于白忙活了。”赵
万法说，早在10年前，他就已经
是当地生产柿饼的大户，但那
时找销路特别难，全靠一张嘴、
两条腿。

后来，在各方努力下，隐士
村的柿饼打开了销路，每年有
数百吨销往日韩。然而，恰恰因
为在日韩市场畅销，临朐柿饼
大部分都出口，导致在国内市
场上没什么名气。

柿农们发现，虽然每年出
口到日韩的柿饼数量庞大，但
钱都被中间商赚去了，他们挣
得并不多。一些柿农意识到，不
能死守着外国市场，应该抓住
更加庞大的国内市场才对。

电商铺路打出知名度
国内市场抢占出口份额

隐士村紧跟时代潮流，积
极探索销售渠道上的创新，从
原来的传统渠道，拓展到如今
的电商渠道，好产品找到了好
销路。如今村里老百姓都学会
了微商、电商，快递直达村里，
渠道广了，价格高了，钱真正装
进了自己的口袋。

记者了解到，目前，电子商
务已成为隐士村群众增收的重
要渠道，隐士电商特色村已小
有名气。

村两委牵头建立了隐士生
态旅游度假网站和淘宝网店
平台，通过淘宝平台，统一销
售合作社收购的柿饼，推广隐
士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
台，每斤柿饼由以前的5元卖

到18元、25元。
“山胖子”电商平台的负责

人崔中华告诉记者，他们从
2012年开始在淘宝做电商，于
2015年注册了“山胖子”这个品
牌，并在天猫开设了“山胖子”
旗舰店，主打的就是临朐五井
镇的柿饼等农特产品。此前，崔
中华的主营业务是柿饼出口，
如今把工作重心放在电商上，
电商平台市场更广，资金回笼
也更快。

“山东和陕西是我国柿饼
的两个主产地，以前电商平台
上，只有陕西富平的柿饼比较
有名，很多消费者不知道临朐
也出产优质柿饼，甚至连临朐
的朐都读不准。”崔中华说：“这
几年来，随着临朐柿饼在电商
平台的销量不断提升，加上买
家对质量认可，临朐柿饼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也越来越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隐士
村的电商有近百个。该村依托
多种销售渠道和生产模式，年
产柿饼可达3 5 0 0吨，年产值
3000多万元，柿农成为“互联网
+”的最大受益者。

“双11”就要到了，临朐县五井镇隐士村这个盛产优质柿饼的古老村庄也忙碌起来，近年来，借着电商的翅膀，隐
士柿饼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村民收入也大幅提升。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隐士村采访发现，电商不
仅改变了柿饼的身价，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

眼下，所有柿农都雇来工人加班加点赶制柿饼。

规范电商“假打折”还需监管动真格
□付彪

电商促销先提价再打折行
不通了。市场监管总局11月5日
公布《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
定》，涵盖有奖销售、价格、免费
试用等促销方式，自今年12月
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虚假促销、
不履行优惠承诺、巨奖销售等
行为明确了监管原则，规范经
营者促销行为，维护公平竞争
市场秩序。

虚假促销尤其是“先涨价
再打折”目前仍是电商行业的
一大顽疾。这两年，尽管消费者
对于网络集中促销愈发理性，
市场环境也愈发严格，但部分
商家仍执着于“假打折”。

如果任由这些不良电商
“折腾”下去，不但会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也将危及电商市
场健康发展。

此次出台的《规范促销行
为暂行规定》明确，促销降价需
明确促销的基准价，也就是原
市场价。未标明或者标明促销
基准价格的，其折价、减价应当
以同一经营者在同一经营场所
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最
低成交价格为基准。如果前七日
内没有交易的，折价、减价应以
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
价为基准。

其实，对“先提价再折价”等
虚假促销，近年来相关法律一直
在不断完善。如2015年出台了《网
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
理暂行规定》，2019年1月1日起正
式实施《电子商务法》等。根据法
规，如果商家存在欺诈，对于普通

商品，消费者可要求3倍赔偿，如
果是食品，还可要求10倍赔偿。

如何让法规对接现实，形
成对“假打折”等行为的威慑，显
然需要监管“动真格”。

对于相关部门来说，一方面
要根据网络经济的特点，升级监
管措施，落实常态化监管，不能
坐等问题爆发再监管、接到举报
再行动；另一方面，要敦促平台
优化技术手段，完善交易规则，
对重点商品价格采取数据搜集、
跟踪等措施，发现问题及时锁定
证据，以便查处佐证。

特别是，要将价格严重违
法的经营者列入失信黑名单，
予以公示曝光。同时，鼓励消费
者和媒体积极举报，共同对平
台和商家监管，让价格欺诈无
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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