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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店面更要有基地，选址不能一味求大，政府给补助更要引导

市场化，才是生存之道

目前，合肥市给予社区蔬菜直

销店的政策是，符合布点规划和经

营条件（包括“惠民菜篮子工程”商

店），经验收合格后，由市财政给予每

个店一次性补助3万元，其中，第1年

补助2万元，第2年再补助1万元。

“这个补助杯水车薪，对于很多

店面来说，连租金都不够。”方小则

说，“真正让惠民便民的社区蔬菜直

销店运营下去，还是要市场化经营。”

““不可能让政府长期进行补贴不可能让政府长期进行补贴，，

这样财力也吃不消这样财力也吃不消。”。”张瑞稳说张瑞稳说，“，“物物

价部门价部门，，如今只对农副产品终端价如今只对农副产品终端价

格进行调控监管的做法格进行调控监管的做法，，使价格调使价格调

控监管很难延伸到生产控监管很难延伸到生产、、流通环节流通环节，，

无法形成完整的价格调控链条无法形成完整的价格调控链条。。蔬蔬

菜直销店建设初期菜直销店建设初期，，政府应当加大政府应当加大

政策优惠和选址支持政策优惠和选址支持，，但重点在于但重点在于

推动直销店市场化推动直销店市场化、、企业化运作企业化运作，，找找

到可以长期生存的运营模式到可以长期生存的运营模式。”。”

““未来还是要让蔬菜直销店和未来还是要让蔬菜直销店和

蔬菜生产基地对接蔬菜生产基地对接，，扩大蔬菜生产扩大蔬菜生产

基地的配送覆盖面基地的配送覆盖面，，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另另

外外，，政府部门应该在前期更多干预政府部门应该在前期更多干预，，

比如在选址上比如在选址上，，在和社区的租金谈在和社区的租金谈

判上判上，，在纠纷调解在纠纷调解、、信息服务上多下信息服务上多下

功夫功夫。”。”方小则说方小则说。。

““实现实现‘‘农店对接农店对接’，’，建设配送流建设配送流

通系统通系统，，或是冷链物流企业或是冷链物流企业，，促进农促进农

副产品生产副产品生产、、运输运输、、销售一体化销售一体化，，减减

少流通环节少流通环节，，降低生产流通成本降低生产流通成本，，社社

区蔬菜直销店就会有自己的生存发区蔬菜直销店就会有自己的生存发

展空间展空间。”。”陈贺彩言简意赅陈贺彩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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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

去年，合肥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建设一批公益性直销菜市

场和社区蔬菜直销店，并提出目标，力争在两年内，该市基本

建成以公益性直销菜市场和社区蔬菜直销店为主、平价蔬菜

销售流动车和蔬菜网络直销配送为补充、较为完善的便民惠

民蔬菜流通体系，确保群众吃上放心菜、便宜菜。

但就记者探访的情况来看，社区蔬菜直销店的存在，的确

为周边居民带来了便利，但“实惠”不多，而自身的经营也非常

困难。如何好好地生存下去，成为社区蔬菜直销店的“难题”。

截至今年6月份，合肥市有44

家社区蔬菜直销店开张营业，但就

记者探访的情况看，这些蔬菜直销

店的蔬菜价格，并不便宜，甚至比周

边菜市场的价格更贵。

“既然是直销，价格上就应该有

优势。蔬菜从田间到餐桌，最大的成

本，就是流通成本，如果把流通环节

压缩，社区蔬菜直销店的蔬菜源自生

产基地，就会有质优价廉的优势。”中

科大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瑞稳说。

“流通环节一多，农民赚不到

钱，消费者就要多花钱。”省农科院

作物所试验示范中心副主任陈贺彩

说，“如果由农业生产基地，直接把

平价菜送到社区蔬菜直销店，省去

中间的批发市场环节，价格一定会

低很多。低价方便的优势，就会把

附近的居民都吸引过来，没有理由

不受欢迎。”

记者从合肥市商务部门了解

到，目前，合肥市每天蔬菜消费量在

1500吨左右。常年从事蔬菜批发生

意的张军（化名）表示，为了降低成

本，并持续经营，蔬菜直销店建设必

须建立在拥有较大蔬菜生产基地的

基础上，而目前很多蔬菜直销店没

有和蔬菜生产基地对接，这些蔬菜

直销店所售的蔬菜，实际上大多还

是从蔬菜批发市场购进的。

直销店要有基地支撑

“社区蔬菜直销店，要注意控

制自己的成本，其中的大头，就是

门面租金。”张瑞稳说，“社区店，

核心是方便、便宜，一些店主一味

追求大、新、时尚，无形中就增加了

运营成本。”

“在给社区蔬菜直销店授牌前，

会有一个审核考验期，期间重点考

量的，就是这个社区店的经营能

力。”合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规划处

处长方小则告诉记者，“我们对社区

蔬菜直销店的要求，是经营面积不

少于30平方米，蔬菜经营品种不少

于20个。但有的社区店经营面积

甚至超过100平方米，看上去非常

大气，但经营成本就加大了。瑶海

区的一家店，在我们审核考验期间，

就已经倒闭了。”

“相对于菜市场和大型超市，社

区蔬菜店没有品种优势，也没有必

要追求品种的多而全，但选址非常

重要。”陈贺彩说，“蔬菜直销店应布

点在人口相对集中、居民购菜不便

的社区和居民小区。”

张军说：“合肥现在一些新建小

区，功能划分比较明显，居住就是

居住，除了一些小型超市，买菜、大

型超市，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大多

需要一站路以上，如果这些小区的

入住率较高，就很适合开社区蔬菜

直销店。而在一些老旧小区，一下

楼啥都有，甚至有摆地摊卖蔬菜

的，价格也很便宜，社区蔬菜直销店

就很难存活。”

直销店的选址非常重要

“合肥三洋”将不在
惠而浦收购合肥三洋51%股权

有关美国“大冰”惠而浦洽购合肥三洋一事，

昨日终于有了定音。合肥三洋昨日下午发布公告

称，惠而浦（中国）通过与三洋电机的股权转让和

定向增发两种方式，最终以近35亿人民币的投入

获得了合肥三洋 51%的股份，成为企业最大股

东。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将持股

23.34%，为第二大股东，其余部分为社会公众股。

公开资料显示，合肥三洋此前的大股东是合

肥国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33.57%的股权。三洋

电子株式会社、三洋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三洋商

贸发展株式会社三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合肥三

洋29.51%的股权。

根据公告，惠而浦（中国）以协议收购方式受

让日本三洋所持有的合肥三洋157245200股股

票；同时认购合肥三洋向其非公开发行的

233639000股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惠而浦（中

国）将持有上市公司51%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记者从合肥三洋获悉，收购完成后，惠而浦

将通过品牌和技术的注入为合肥三洋带来新的

业务，提供综合性的生产平台，新业务内容将集

中于空调、热水器、厨卫电器，环境电器。针对同

业竞争问题，合肥三洋已有业务，包括未来规划

的业务，惠而浦将全部集中到合肥三洋，而不再

使用其他代工厂。

合肥三洋表示，通过本次投资，合肥三洋将

通过使用惠而浦全球领先的旗舰品牌，以及在产

品研发和以客户导向的创新方面的优势和专长，

加快合肥三洋产品线的持续扩张和发展，有助于

合肥三洋国际化战略的落地。另据了解，未来，惠

而浦将以合肥为中心，打造成集研发、采购、销售、

生产等为一体的亚太区经营中心；而“去三洋化”

后，合肥三洋也将启动企业更名，拟变更为“惠而浦

荣事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 丁林

安徽“餐博会”10月25日合肥登场

100道“最美安徽菜”
将出炉

昨日，记者从省餐饮协会获悉，2013年10月

25日~27日，第二届中国徽菜产业发展大会暨第

三届安徽餐饮博览会在合肥拉开帷幕。

在安徽餐饮界，2013 年被形象誉为“快餐

年”。据省餐饮协会秘书长佘林明介绍，今年上半

年，我省高端餐饮行业利润同比下降43%，但快餐

等大众餐饮却逆势上扬。在本届“餐饮两会”上，

省餐饮协会将根据安徽快餐业的调查研究结果，

发布《2013安徽快餐业调查报告》，这也是我省首

个关于快餐行业的调查报告。

“舌尖上的安徽”也充分在本次“餐饮盛会”里

亮相。据介绍，会议期间，主办方将邀请徽菜餐饮

名店、品牌餐饮企业，以及能体现各地风土人情、

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的餐饮企业，共同展示精品

宴以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名菜、名点、名小吃。

并最终评出“2013中国徽菜名宴”、“2013中国徽

菜创新菜”、100道“2013最美安徽菜”及“安徽名

菜、名点、名小吃”。

会议还设有“安徽特色精品小吃展销”区。“边

吃边逛还能边看表演，我们会邀请安徽的知名特

色小吃传人，现场制作、表演、展示和销售各类小

吃产品。”佘林明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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