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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远飞 张春晓 报道 兔子玩偶、背包、手机挂饰……新年已至，兔
年主题的创意礼品开始热销，尤其是一些崇尚手

工设计的创意工作坊借此时机着实“火”了一把，
但记者走访发现其中却难寻本土品牌的身影。

创意产品呼唤本土品牌

位于山师东路的“19八3”艾派创艺坊内，一只
造型夸张奇特名为“爆发兔”的布偶售价122元，山
东艺术学院学生李彤和销售人员磨了半天嘴皮子

却没讲下价来，最后还是掏钱买了。记者发现，小
到一个卡套、大到巨型抱枕，店里的每一件产品都
会有自己的名字：意为大吉大利的碎花布做成的

“翠花鸡”布偶，连新年挂历做得也很是新奇，封面
是个可拆卸下来的鼠标垫，这些新奇的商品让顾
客流连忘返。

艾派(中国)集团山东区市场运营经理张静静
告诉记者：“我们搜罗了国内80、90后新潮创意设
计师作为创意团队，将产品打造成一个个性化的

年轻‘潮’牌。”该公司对产品更新速度要求较高，
几乎周周有新品，创意团队中很多设计师是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设计师每推出一款新品，都
会有专家和创意产品买手进行联合评估，合格以
后才能投产，且所有产品都是纯手工制作，追求独
一无二。“我们卖的是一种想法和生活态度。”

卖的是“想法”和“态度”

在一堆色彩艳丽的手绘陶瓷工艺品中，李波
把一对锃亮的情侣兔挂饰摆在了显眼的位置。李
波是一名职业的创意产品“买手”。他的“一棵草”
家居，并非一个创意产品品牌，而是一个销售平
台，他从全国各店买进各类创意产品，然后再卖给

济南的消费者，光在万达广场二层的形象店内就
有100多个品牌的手绘陶瓷和树脂工艺品，全是他
从各地“淘”来的。五年前，李波还是某牛奶品牌的
销售经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在南方一家陶瓷
厂打工的朋友带回来一些手绘陶瓷餐具，李波看

着好玩，晚上就拿到夜市上摆地摊。“有些人喜欢
得抱着不撒手，看来这种设计新颖的日用品很有
市场！”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搜寻这样的创意产品，
辞掉工作专职干买手。

现在，李波对每一个品牌都是如数家珍，更有
了自己的“淘宝”小窍门：先看产品品质，再看品牌
和生产厂家，广东和福建有很多厂家，台资厂生产
的产品做工更精致；最后看款式，同样是田园风，

欧式田园风充满浪漫气息，喜欢做旧，会在干净的
底色上打上点脏色，而美式田园注重实用，图案以
卡通为主……虽然同厂方建立起长期联系，李波
还是会经常亲自过去验货。目前，除了在万达广场
的形象店，他在济南还有两家分店和一个大仓库，

“仓库的规模大约是一个中等规模小厂一年的产
值。”他当场给记者估算了一下，大致有600万元左
右的库存。

“买手”从中掘金

□本报记者 王建 报道

销售疯狂 出租艰难

商铺投资，热闹背后有隐忧

2010年12月31日，北风呼啸，天气异常寒冷，
和平路上某商业地产项目的销售中心却是一番热
火朝天的景象。

悠扬的音乐声中，前来参观咨询的人络绎不
绝，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来签合同的，销售人员忙

得团团转。大厅四周墙壁上张贴的楼宇图，标明了
每层商铺的数量、位置、面积和价格，很多铺子上
都贴上了一面小红旗，“贴小红旗的是已经卖完了
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据介绍，该商业地产项目
的优势在于位置好，并且每间商铺都拥有独立的

产权，虽然均价达到了三万多元一平米，但销售情
况不错，2010年12月5日开盘，至今已经卖出了几
千套。

这仅仅是岁末年初济南商铺交易火爆的一个
缩影而已。房产中介李女士告诉记者，附近一个新
交房楼盘的商铺早已销售一空，放在他们店里出
租的商铺也租得一个不剩，“出租的价格还挺高。”
而一些尚未形成成熟商圈的地方的商铺销售情况

也不错，南部一楼盘的销售人员介绍说，自己公司
开发楼盘的底层商铺已经销售了一半多。

“主要是投资需求。”上述和平路商业地产项
目的何姓主管告诉记者。“物价涨得太快，买商铺
总比放着现金好吧。”有意购买一间商铺的李先生
说。“国家限制炒房，也没有什么别的投资渠道，就
把资金用到商铺上。”一口气购买了三间商铺的王
先生告诉记者。

疯狂的商铺

一方面商铺销售火爆，另一方面大量商铺闲
置待租，商铺购租两端市场有些冷热不均。

记者在和平路上一处已经交付使用的商业楼

中看到，这里人流稀少，大片的商铺挂出了“旺
铺出租”的广告，一些营业的店铺也是门庭冷
落，有些店主甚至在走廊里跳绳。

店主张大哥当初选择租下这间铺子是因为觉
得这里位置好，环境优雅，周围人的消费层次
高，没想到现在生意却如此惨淡，“现在也就能
挣出房租来，抱着一颗火热的心却碰到了冰。”

除了新建的商业楼，记者在泉城路、老东门
等地也看到了不少商铺在出租，记者电话联系几

位商铺出租者了解到，这些出租广告打出的时间
长短不一，少则几周多则几个月，他们均表示有
多人对自己的商铺感兴趣，却不肯透露商铺迟迟
未租出的原因。

满大街旺铺出租

“国家对住宅调控的力度加大，而商业用房
不受调控政策限制，大量资金被挤到了商业用房
上来。”房地产评论人赵鲁梁认为，商铺销售火
爆与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密切相关。他指出，目

前商业建筑面积的供应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还有
差距，商业建筑正处于起步之后加速发展时期，
会吸引大量资金投入，这也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然而商业建筑处于大发展时期并不意味着投

资商铺是一项稳赚不赔的买卖，赵鲁梁提醒，商
铺的价值取决于经营环境、场所氛围、区域业态
定位、物业配套和入住人口数量等多种因素，
“并不是买到铺子就万事大吉了，关键看后期的
经营。”另外，商铺需要一定的培育周期，如果
区位不好的话，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很好的收
益，因此投资商铺有一定风险，投资需谨慎。

投资商铺需谨慎

“山东农村常见的印有牡丹和凤凰的大花布
看起来土气，但经过一番设计，就能把原生态的
本土民俗文化元素同时尚对接，成为‘新传
统’。而且我们的产品绝大多数是纯手工制作，
能让年轻的白领和文化人士找到妈妈的气息，是
‘妈妈的艺术’。”鲁雅工艺品有限公司企划总
监李彦宁说，下一步他们还会改良山东传统的年
画、剪纸元素，将其运用到陶艺、木材、玉器设
计上，其样品在展会上曾引起不小的轰动，省内
外很多商家与其洽谈合作。

张静静告诉记者，总部在福建的艾派创意工
作室自去年2月份入驻济南泉乐坊以来，市场反
响不错，目前已陆续在核心商业圈开了五家直营
店，今年还将进驻银座。

张静静说，有专门团队设计的纯手工制作创
意产品在济南市场上很少见，通过前期对一些连
锁性品牌礼品店进行考察发现，虽然济南创意产
品的专卖店很多，但产品重复性很强。

记者了解到，随着消费审美观念的转变，人
们开始追求设计感强的手工产品，省城这种创意
产品商铺也越来越多，但多为外来品牌，类似鲁
雅工艺的山东本土品牌比较缺乏。一些商铺经营
者建议，省城艺术院校众多，本土高校设计人才
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创造出能体现出齐鲁风
格、山东气派的创意精品来。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现代手工艺学院院长段建

华介绍，目前该院已同淄博等地的多家企业联
合，在草编、陶瓷等特色产品设计生产上有所尝
试，下一步将开展项目教学、产业教学，充分利
用地方上的教学实习基地，也希望地方政府能推

出一些扶持政策，鼓励创新。

呼唤齐鲁风格本土品牌

□记者 黄露玲
通讯员 马宏展 杨晓琳 报道

本报讯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历下区地
方财政收入突破30亿元大关，达到30 . 0103亿
元，同比增长44%，比“十五”末净增21亿元，年均
增长27%。完成区域财政收入135 . 47亿元，增长
31 . 99%，比“十五”末增长近100亿元，税收占
GDP的比重达21%。

历下区按照“建成一批、实施一批、策划一
批”的要求，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老城区和
东部新区的城市化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城
市形象展现全新面貌。2010年历下区实施千万
元以上建设项目151项，总投资达1300多亿元。
截至目前，已有保利芙蓉、齐源大厦、天业恒基、

文华园等23个项目竣工。在建项目达到72个，建
筑面积1000余万平方米。恒隆广场、泰府广场、
诚基中心等项目主体竣工或接近竣工，保利大
名湖、鲁商国奥城、华强广场等建筑面积在20万
平方米左右的大项目进展顺利。中建文化城二
期、趵南路片区、华艺东门万货会等33个新开工
项目进展顺利。

历下区按照“聚集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
升传统服务业”的要求，努力转方式、调结构，经
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业主体地
位得到巩固提升。6年来，历下区累计完成各类
拆迁500余万平方米。目前，南益、恒隆、世茂、绿
城、华强等大型开发企业齐聚历下，各类发展载
体建成900多万平方米。众多高端载体的建成，

吸引来众多优质企业的落户发展。6年全区共引
进项目362个，到位资金487 . 9亿元，其中过亿元
的78个。市场主体2 . 6万家，690亿元的注册资金
是2006年的近2倍。国家开发银行、太平洋保险、
沃尔玛山东总部等银行保险机构和著名企业地
区总部入驻历下，目前在历下辖区内的金融保
险业机构已达到147家，省市级总部有46家，金
融保险业聚集效应不断增强。香格里拉、希尔
顿、喜来登、金钱豹等知名企业品牌的到来和发
展，既提升了传统服务业的档次，又展现了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预计2010年实现服务业增
加值超过530亿元，二、三产业比重调整为17：
83。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十五”末提高
近8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超过50%。

历下地方财政收入突破30亿元

□记者 牛远飞
通讯员 张磊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济阳县新市镇通过
从省农科院、省林科院等聘请老师和科
技人员举办各类培训班，组织农民到寿
光、泰安等地参观学习等方式，造就出了
800余名“土专家”、“田秀才”。他们活跃
在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引进和推广科技
新技术，成为了农民致富的“领头雁”。

该镇小杨家村的张训宝是当地有名
的辣椒种植“土专家”，他利用自己学到
的技术和多年种植辣椒总结的经验，无
偿向其他种植户提供种植方面的指导服
务，让很多辣椒种植户尝到了甜头。2010
年小杨家村辣椒种植面积达400余亩，年
产辣椒320余万斤，每年为种植户增收
6000余元。小圈村、张沙窝村的“土专家”
充分发挥本村部分群众有加工豆腐皮经
验的优势，结合现代先进工艺，组织农民
相继办起了500多个豆腐皮加工作坊，每
年生产豆腐皮300多万公斤，人均增收
8000多元。目前，在“土专家”的带动下，
全镇已建立羊角辣椒、樱桃西红柿、生态
猪养殖等种养示范基地8个，建立科技示
范“样板田”700多亩，已有6000余名农民
掌握了1-2门种植或养殖技术。

800名“土专家”

引领农民致富

□记者 黄露玲 马清伟
通讯员 张忠一 房芳 报道

本报讯 自2011年1月1日起，高新
区辖区内停收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费、
变更登记费、工本费、验照贴花费四项行
政性收费，高新区个体经济率先进入工
商机关市场准入行政许可“零费用”时
代。

高新区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主要来源
于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大中
专毕业生、复退转军人等就业弱势群体，
从事第三产业者居多，在市场中处于弱
势地位。个体工商户行政收费的停收，对
于弱势群体中的个体创业者和经营者来
说，不仅能减轻他们创业经营的经济负
担，而且为他们营造了公平公正、宽松和
谐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激发他们从事个
体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08年1月，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就
已率先在全市工商系统停征个体工商户
管理费、市场管理费(“两费”)和个体私
营企业协会会费，有效促进了全区个体
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个体私营经济
在整体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截
至去年10月底，高新区个体工商户总量
达到3103户，注册资金达到1 . 52亿元，
用工人数达到1 . 12万人，比2009年分别
增长16 . 8%、6 . 3%和27 . 3%。

高新区全面停收

个体工商行政性收费

□王佳声 杨海 王冰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市著名商标认定委

员会新认定55件商标为济南市著名商
标。

此次被认定的市著名商标中，商品
商标44件，服务商标11件。产业分布为第
一产业5件，第二产业39件，第三产业11
件。针对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形式要求，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突
出高新技术产业、老字号和农产品申报
著名商标政策的倾斜，降低申报门槛。将
生活用品企业最低广告额10万元调整为
5万元，生产资料企业不再作硬性规定。
对农产品种植面积设定为最低1万亩，注
册资金10万元以上，产品获得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或有机农产品其中一项
即可。截至目前，济南市注册商标总量达
到2 . 8万件，其中，2010年新增6700余
件，是历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在诸
多商标中，中国驰名商标27件，省著名商
标199件，市著名商标219件。

新认定

55件市著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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