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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不再风吹雨淋，环境媲美超市，标准化

菜场“上岗”也许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然而，刚落户的标准化菜场如何帮助商

贩“过渡”，怎么在短期内聚集人气，让菜场

管理公司与商贩能够实现共赢，都是值得我

们和有关部门思考的事。不管是去标准化

菜场、农贸市场、抑或是超市买菜，市民最关

心的还是菜篮子里的菜是否便宜。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有部分经营户

也向记者表露了自己的困惑。

“是不是可以把菜场办得更多元化一

点？比如吸引农户进来经营土特产，既能把

人气带起来，也能让经营户在竞争中不至于

漫天要价。”李家帮建议，标准化菜场里可以

吸引多一点元素，让品种更丰富。

华府骏苑菜场里，不仅有蔬菜、肉禽等，

还有花卉、服装、百货等；安徽宜购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的招商经理李杰也告诉记者，

在保留了原来绩溪路老菜市场的商贩以外，

还引进了皖农合作社、大圩蔬菜直销等方

式，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购物需求。

不过，在很多商贩看来，多元化发展“几

家欢喜几家愁”。一家菜场内的蔬菜商罗老

板表示，一些大的经销商进驻，在实力、价格、

渠道等方面都跟小商贩没得比，“最关键的是

要在相对公平的舞台上竞争。”

喻光则认为，标准化菜场将来要在管

理上下功夫，而最核心的就是抓住食品安

全这个“中心”，在市场秩序和环境卫生两

个基本点上不断完善。

标准化之“试探路”
菜场该不该“多元经营”？

标准化之“初体验”
以前排队买，现在半小时没人问
李家帮是省城二里街农加超菜场的一

名老经营户，今年7月，他跟着一批老朋友

从路边大棚搬进了“新家”，不锈钢的台面、

平整的大理石、还有即将开始工作的中央空

调……这让饱受风吹雨淋的他感觉很踏实。

可“蜜月期”还没过，李家帮就纳闷起

来，“怎么感觉生意一下子淡了许多，来买

菜的市民也少了1/3左右。”

李家帮一边守着1米多长的摊位，一边

向记者描绘起路边大棚时自己的忙碌：“原

来生意非常好，买鸡的人都排起队，可现在

再也没那么忙了。”

记者在李家帮的摊位前逗留了半小时，

仅有一对老年夫妇买了3.5元的韭菜和小白

菜，而竹筐里的鸡蛋、麻袋里的干菜和塑料

盆里的4条鱼一直没有装进市民的菜篮子。

李家帮告诉记者，以前一天能卖二、三

十只鸡，现在一天连10只都卖不出去，“没

办法，我只好增加了一些品种，从只卖鸡到

附带着卖白菜、韭菜、大蒜等。”

在省城几家刚验收合格的标准化菜场，

不少经营户都对经营状况直摇头。一位水果

摊的老板透露，以前每天能卖出1000元左右

的水果，而现在营业额却只有之前的1/10。

40家标准化菜场“上岗”，记者现场探访发现

合肥标准化菜场还在“磨合”
沿着一条光滑洁

白的地砖走进去，液晶

屏上滚动“播放”每天

的菜价，统一的柜台上

摆 放 着 蔬 菜 、水 果 等

……如果说这是卖菜

的菜场，你相信吗？在

合肥，就有40家这样的

标准化农加超菜场。

农加超菜场有何

“标准”？合肥 40 家标

准 化 菜 场 生 意 如 何 ？

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记者 王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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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之“再接触”
标准化菜场“夹缝中生存”
环境整洁、冬暖夏凉，标准化菜场在硬

件上比普通菜场好上一截，为何不叫座

呢？二里街菜场的代老板分析，这是因为

菜场生存在竞争的大环境中。

“超市越来越多，商品又一应俱全，分

流了一部分来买菜的市民。”代老板也是从

小摊贩走上标准化之路的一员。他猜测，

遍地开花的连锁超市很可能“吃掉了”菜场

的一部分顾客。

不仅如此，街边小贩也让经营户们感

叹“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合肥华府骏苑

农加超菜场的黄老板无奈地表示：“一些人

在菜场外摆摊设点，图方便的市民就近购

买，而每个月还要缴纳摊位费、管理费等费

用的经营户感觉很被动，价格下不来，客流

量也跟不上。”

一名经营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

摊位费得520元，加上水电费、空调费、管理

费等，每月至少得拿出去近1000元，而按照

现在的经营状况，每月利润加起来跟费用刚

好抵消，“没钱可赚，过段时间还是不好，我就

另找别的菜场，或者干脆不卖了。”

标准化之“冷思考”
生意冷淡或许是市场“指挥”
今年2月，孙大姐在华府骏苑农加超

菜场开始摆摊卖菜，可天天都为了客流量

发愁，从上个月开始，她已经“转行”卖咸

菜，“毕竟，咸菜比青菜保存时间长点。”

而一开业就入驻标准化菜场的商贩

张琼告诉记者，她也已经被冷淡的生意

逼得不敢卖青菜，走差异化路线，卖起了

花艺。

“标准化菜场跟一般市场经济的主体

一样，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合肥市蜀山

区商务局局长喻光昨日在电话中表示，标

准化菜场是大势所趋，但需要一段“适应

期”和“成熟期”。

2010年下半年，商务部、财政部确定

了全国标准化菜市场建设项目的5个试点

城市，合肥是其中之一。每个标准化菜市

场国家扶持资金按不超过50万元支持，且

不得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同时，市、区

也给予一定补贴。于是，从2010年10月开

始，合肥拉开了标准化菜市场改造的序

幕，预计在3年内通过新建和改造，使得全

市菜市场都实现“标准化”。

在省城华府骏苑农加超菜场管理办

公室的墙壁上，记者发现，144个蔬菜摊位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网络是一种趋

势，网购市场不容忽视。即便是实体店销售

较好，还是有很多老板想把生意做到网上。

马瑞刚刚大学毕业，作为家里的长

子，毕业后，他理所当然的继承了父辈的

产业，经营着合肥一家吸塑制品公司。“公

司起步很早，2004年我们就开始在做了，

但到现在还只是20多人的微企业，我希望

公司在我手上能做强做大。”马瑞告诉记

者，现在江苏等地的很多同类性质的企业

已经在网上做生意了，他也很想要把公司

生产出来的食品托盘、塑料制品卖到网上

去。“真想不到，《市场星报》有这样的平

台，周五我一定要去好好的学一课。”

如果你也想把生意做到网上去、如果

你想在淘宝网上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还有

机会，赶紧拨打本报抢票热线0551-5223791

吧，也许一个电话，真的就能改变你的人生

轨迹，300张免费门票数量已经不多了，预订

从速。

需要提醒的是，本期“创业星工场——暨

安徽民营企业家大讲堂”的“课堂”设在位于

经开区九龙路111号的安徽大学新区馨苑水

上报告厅，读者可乘坐149路、128路、616路公

交车，到安大新区站下即可。

家族“企二代”想到网上开店
“创业星工场”吸引很多实体企业家参与

只有28个“待字”，肉禽、水产等也聚集了

不少经营户。

喻光介绍，标准化菜场在“成长”的过

程中，不少经营户都在左右摇摆，“买菜的

人少了，卖菜的不愿意进来；卖菜的少了，

又没有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