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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有个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以下简称全福
元）。2012年，全福元实现销售收入46 . 5亿元，实现利税
1 . 89亿元，列中国连锁百强第79位，中国快速消费品百
强第33位，连续10年占据全国县级同行业首位。

除寿光本土6大卖场外，全福元在昌邑、广饶、临朐、
青州、滨海等地的大型卖场也成为当地商业的领头羊。
而且正以蓬勃之势，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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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到超市最快仅需4小时，加盟店50公里半径统一配货———

全福元：现代物流连起城乡两头
□ 见习记者 石如宽 吴庆辉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物流配送辐射200公里

强大的物流配送，是全福元稳步发展
的强力支撑和重要载体，也全福元成功的
关键因素之一。

7年前，全福元占地2万平方米的常温
物流配送中心，与近千家国内外一线品牌
建立直接合作关系，年配送额超过7亿元，
这为企业后来的发展积累了资本。如今，全
福元12万平方米的大型物流产业园区，辐
射半径达到200公里，能满足年30亿元的商
品配送需求。

孙永祥已经在物流园工作4年，每天8
小时，他几乎都在叉车上度过。“借助现代
化工具，现在工作轻松多了。但工作量比较
大，尤其是节假日，几乎一整天都开着叉车
到处走。”孙永祥说。

在常温配送中心，只见一排排高大的
货架上摆放着各种货物，开着电动车的员
工不停地将相关货物送来或者取下。他们
边开车，边看着手持终端，等候下一步指
令。

“电动叉车6 . 5万元，手持终端1万元，是
每个员工的标配。这样一个大厅，只需30个
员工。”全福元副总经理李洪波说，科技的
应用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

大厅出口处，分别为临朐、广饶、昌邑
等发货区域，只要轻点鼠标，将货物名称、
数量等信息传递过来，配送中心收到信息，
配送车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货物送达。

“平常一个月我们发出去的货物价值
在1亿元左右，像春节、中秋等旺季能达到2
个亿。”李洪波介绍，门店没有配货权，可以
集中全力搞好经营。

“我们将继续大力降低流通成本，提高
各个环节的流通效率，推进企业低成本扩
张，力争“十二五”末年销售收入突破100亿
元。”全福元董事长舒安称。

让超市在村庄“遍地开花”

在城乡一体、均衡发展下，寿光农民的
腰包鼓起来了。2012年，寿光农民人均纯收
入12805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到
7533元。农民富裕后，渴望在家门口也能买
到安全放心的东西。

“全福元借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发
挥大型流通企业的主导作用，积极开拓农
村市场，用我们的优质产品，将假冒伪劣产
品踢出市场，提升寿光百姓的幸福指数。”
全福元总经理刘志涛说。

2005年开业的全福元侯镇店，离寿光县
城30公里，开业当年创下3000万元的销售
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店3000多平方
米的营业面积涵盖了珠宝、首饰、数码、通
讯，从日用百货到家用电器等全系列商品。
2010年，全福元羊口店开业第一天，这个2万
多人口的镇创造了单日105万的销售额。

全福元直营店，已经遍及寿光14个镇
街，具备了媲美城区大型商贸中心的功能。

商品质量和价格关系民生，全福元精
心挑选适合农村老百姓需求的4680种商品，
专门设立便利加盟店配送中心，对在半径
50公里以内的所有加盟店进行统一配送。

在寿光市北海路温泉花园全福元102号
便利店，老板娘胡志宏告诉记者，“不用操
心进货，缺哪样商品，直接在电脑上把信息
传过去就行。不管多少，都给送。督导还经
常来指导，帮助商品陈列。”胡志宏的便利
店，现在每天营业额都在2000元以上。

截至目前，寿光全全福元标准化农家
店已达到200多家，乡镇覆盖率100%，集中配
送率80%以上。

“我们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再开设500家
便利店和加盟店。”刘志涛说。

让百姓吃上放心菜

寿光市文家街道北胡村的左建英，建
了两个占地各一亩的大棚，一个种苦瓜，一
个种西红柿。“现在卖菜很方便，什么时候

摘，就什么时候送，再也不用早起去市场
了。全福元的收购价格每斤比市场上还高
出一两毛钱。”

这正是全福元生鲜冷链配送中心为菜
农带来的实惠。全福元发挥蔬菜之乡的区
位优势，对优质农产品统一采购，使生鲜农
产品物流成本下降20%。而减少的成本，主
要用于提高收购价格。

全福元的冷链配送中心，主要负责果
菜冷藏、保鲜、分装、配送等服务，以及农药
残留等质量安全检测。

9月13日下午，菜农络绎不绝地将新鲜
蔬菜送到冷链配送中心。左建英家的苦瓜
和其他农户的蔬菜样品，被拿到检验室进
行质量检测。检测员将所有种类的生鲜产
品分别切片，做农药残留检测，并将检测结
果及时通知各大超市。

“在质检上我们花了高成本，确保超市
蔬菜100%合格。”生鲜冷链配送中心总经理
助理彭建军说。

全福元的生鲜配送实行24小时运转机
制，各地的农产品运抵后，工作人员会在第
一时间进行检测、入库、加工、分拣，以保证
新鲜、绿色的农产品及时供应到超市。在寿
光市区，果菜从田间地头到超市只需4小
时。广饶、临朐、昌邑的店需要6小时。

从田间地头直达超市的农产品供应模
式，简称“农超对接”。超市或建立自己的蔬
菜基地，或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合作，或与个
体农户签订购销合同，既减少了中间环节，
为农户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规范买卖
双方的行为，做到卖的放心，买的也放心。

据介绍，全福元早在2009年就开始探索
“农超对接”，农户必须严格按照全福元验
收标准进行规范种植，严格限定化肥等农
资产品使用，确保达到无公害、绿色标准。

“对当天卖不掉的菜，我们会进行打折或下
架处理。”全福元东城店二楼经理孟庆凯告
诉记者。

“现在我已经习惯在超市买菜，不仅新
鲜，而且安全，因为超市的菜检测很严格。”
全福元寿光东城店老顾客、家住圣城街道
的杨玉香说。

↓

连起城乡的配送链

严守古老工艺 传承酿酒文化

酿酒古镇做起“另类”酒生意
□ 见习记者 吴庆辉 石如宽

通 讯 员 纪 燕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我参观过很多类似的博物馆，对宏源酒文化

博物馆印象最深。这里真正有酒的味道，在全国同类博物馆中最
具代表性。”在参观了侯镇宏源酒文化博物馆后，北京凤凰岭美
术馆馆长张培武这样评价。

山东宏源酒业有限公司地处寿光侯镇，办公区内古色古香，
假山石上流水潺潺，悠扬的琴声不绝于耳，最独特之处当属宏源
酒文化博物馆。

侯镇是著名酿酒古镇之一，清朝中末期大的酿酒作坊就有
20多家，一时街街有酒坊，巷巷飘酒香。依靠酿酒、原盐生产等，
侯镇逐渐成为我省的一个集贸重镇，当年有“九街十八巷，七十
二根透胡同”的说法。

宏源酒业遵循“麦季进料伏制曲，秋冬酿酒春开窖”的古老
行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酿酒工艺。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了酿酒
的过程。首先是选料，选料必在麦收之后，精选颗粒饱满的上等
小麦，粉碎成均匀的颗粒，俗称“料拆子”。然后是踩曲，把磨好的
曲料用水搅拌均匀，以攥成团，最好是选七月的第二个寅日，将
和好的曲料放入曲模里，踩踏成曲。晾曲时，晾曲房由曲工昼夜
值班守候，按时间反复翻动，使每个曲块水分保持均匀。酒曲晾
好之后，堆码成堆，底部铺上新鲜的麦穗，顶部用芦苇盖实，封闭
曲房，升温发酵。曲成之后至秋时，投料烧酒。生产时用高粱（或

玉米、小麦等），和上上等米糠，将原料装入甑中蒸，先不加曲，待
蒸熟后把蒸出的原料取出，晾至18℃至20℃，再把酒曲撒上，搅
拌均匀，然后放在酒池中发酵。待发酵成功后，再出料放入甑中，
按时间蒸馏。出酒后，再将酒头、酒尾分段摘取，分级储存。

以古老的酿酒历史和文化积淀为底蕴，2005年宏源酒业投
资2000余万元兴建了宏源酒文化博物馆。这是潍坊市首家白酒

文化博物馆，也是寿光第一个工业旅游景点。博物馆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收藏历史文物千余件。2009年，宏源老酒传统酿造技
艺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宏源酒业又投
资1000多万元，建设了集办公与旅游接待为一体的大楼，凸显了
酒文化与旅游文化的双重特点，让吸引更多游客驻足。

“如何保护、挖掘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我们一直思考的
问题。”宏源酒业董事长张凤彩说，“我们力求原汁原味地保留、
传承《齐民要术》造‘神曲并酒’的传统手工技艺。”为经营好博物
馆，张凤彩走访了若干酿酒艺人，做了细致的实地调查，宏源酒
的生产工艺到厂房窖池的布局完全恢复了原始的生产工艺和场
景。与此同时，他们查证历史，搜集了远至商周近到民国的盛酒
器具、祭祀用品、农耕器具等。

“宏源酒业是省旅游局批准的寿光市第一家工业旅游示范
点，2012年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寿光市旅游局党支部副书记
张校昌表示，“配套基础设施，延长旅游线路，增加参与型、休闲
型、体验型项目，开发旅游纪念品是我们下一步推动宏源酒文化
旅游的努力方向。”

“我们将在酒文化博物馆旁边再建一个地下酒库，供游客参
观品尝。酒库上面可以建造书院或展厅。旅游区里建上侯镇的老
商铺，商铺里出售土陶、银器、草编等侯镇特色工艺产品或土特
产。打造一个相对完善的旅游景区，复原当年侯镇酿酒业的繁荣
景象。”这是张凤彩的近期设想。

向国际市场的“蓝海”要效益
——— 寿光外贸转型初见成效

□ 石如宽 戴玉亮 张永升

凯马汽车皮卡销到坦桑尼亚，首次批量出
口非洲市场；墨龙石油套管、油管供应厄瓜多
尔；白龙马设立赞比亚公司，拉动海外销售；富
康制药多个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达70%……

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今年以来寿光企
业在海外市场多点开花，外贸转型初现成效。1
至8月份，寿光完成进出口总额16 . 9亿美元，同
比增长9 . 5%，其中出口12 . 2亿美元，进口4 . 7亿
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0 . 4%和7 . 4%，进出口总额
居潍坊市各县市区第一位。

骄人数据背后有隐忧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寿光外贸
进出口总额却稳步上升，2009年10 . 64亿美元，
2010年16 . 06亿美元，2011年21 . 6亿美元，2012年
21 . 96亿美元。然而骄人的数据背后，也存在隐
忧，如出口主体过于单一和集中，抵御国际市
场风险能力不强等等。

近几年，寿光出口主要是木制品、化工产

品、纸制品、机电产品、橡胶及制品五大行业。
其他行业，诸如食品、纺织品、塑料塑编产品等
比例很小，没有形成众多产业齐头并进的格
局。另外，寿光的出口主导产品中，除晨鸣纸
业、鲁丽集团等部分企业的产品属自主出口品
牌外，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是贴牌生产、定牌加
工等，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

与此同时，欧美、日本等传统市场形势严
峻，需求疲软。加之欧元持续贬值，使出口欧盟
市场的产品面临很大压力，转型势在必行。

创新服务助力转型

寿光富康制药的甲氧苄啶(TMP)产销量占
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磺胺甲噁唑(SMZ)、
奥美拉唑、盐酸二甲双胍等也有不小份额。

2011年，印度某公司在市场上倾销磺胺甲
噁唑，严重威胁富康制药同类产品。得到消息
后，寿光市商务局立即开展调查，帮助企业做
好证据保存、申报材料等工作，并向潍坊、省和
国家商务部门进行汇报，邀上级部门调查情
况。2012年8月，国家商务部做出裁定，对原产于

印度的进口磺胺甲噁唑征收反倾销税。
这是寿光为企业服务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为引导企业出口，寿光商务局想了很多办
法，印制《外贸进出口50问》小册子，发放到每
个企业；与浙江大学合作举办进出口培训班，
培训企业主要负责人等。这些举措，增强了企
业的开放意识和接轨意识，对找准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定位有很大帮助。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优化发展环境。寿光
还在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扶持中小企业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网络交易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寿光出口产品已覆盖全球7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全市有外贸进出口权企业达到840
家，有出口实绩的176家。1至8月份，寿光重点骨
干出口企业整体态势较好，其中12家出口保持
稳定增长，巨能特钢、美伦纸业、巨能金玉米出
口同比增长分别为385 . 6%、54%、32 . 2%。

拼出一片“蓝海”

墨龙石油的套管、油管在国外崭露头角，

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
墨龙石油不断加快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工作，高抗挤毁套管、抗腐蚀管道成为新亮点。
同等材料的套管加上高抗挤毁技术，每吨能高
出100美元，在美国市场年销售上万吨。抗腐蚀
管道销往迪拜，和同一级别产品相比，每吨也
高出100美元。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外贸部经理袁西永说：“目前销量虽然不大，但
优势明显。”

在把更多具有比较优势的建材、木制品和
化工产品推向国外市场的同时，寿光提出，加
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
的新优势，重点发展高效益、低耗能、高附加值
的加工制成品出口。

“向制剂产品发展是富康制药转方式、调
结构，进行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富康制药总
经理助理王耀朋说。

如果说海外市场是一片蓝海的话，这片海
显然是拼出来的。“蓝海区，谁主动，谁内功深
厚，谁就占得先机。”寿光市商务局局长寇振彤
说。据了解，目前寿光已累计设立境外企业20
家，7家企业实现境外上市。

游客在宏源酒文化博物馆参观。 □资料图

工业产值

8个月破千亿
□通讯员 刘瑞全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8月

份，寿光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产值1062亿元，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1100 . 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 . 2%和
13 . 9%，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千亿元。

寿光坚持“工业强市”战略，积极做大做强先
进制造业，培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工业结构持续优化。目前，寿光主营业务
收入过亿元的企业达到85家，其中过10亿元的企业
23家，同比增加6家，已初步形成了汽车制造、石油
装备、海洋化工、轻工纺织、生物医药、新型材
料、节能环保以及新兴能源等八大主导产业。

寿光首设“市长质量奖”
□通讯员 王兵 高斌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推行质量强市战略，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益，根据《寿光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寿光市首届“寿光市市长质量奖”申报工作已
于9月11日正式启动。

此次设立“寿光市市长质量奖”，不仅鼓励企业重
视质量安全，更推进了寿光全市质量兴市战略的实
施，对加快提高全市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
总体水平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悉，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主要是对组织和个
人前3年质量业绩进行评价。市长质量奖分设“质量管
理奖”和“质量贡献奖”2个奖项。“质量管理奖”每年度
不超过3个，“质量贡献奖”每年度不超过2个。

寿光环球软件

斩获两项国家大奖
□通讯员 王兵 岳永林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12日，山东寿光环球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在“2013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奖项”评选
活动中荣获“2013年度中国政府行业信息化最具影
响力企业奖”和“2013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最佳解
决方案奖”。此活动由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中国
信息化推进联盟、中国计算机报社等机构和媒体联
合主办，是国内最权威的信息行业评选平台。

据了解，环球软件是寿光最具影响力的软件企
业，多年来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先进的管理理
念、丰富的人力资源，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和社会发
展需求，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和发展思路，自成立以
来成功为全球8个国家的2万多客户提供了一流的IT
解决方案和服务。

汽修配件用品

行业商会成立
□通讯员 王兵 付冰川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12日，寿光市汽车维修配件用

品行业商会成立。商会将在政府和企业间架起一座
桥梁，进一步带动行业的发展和规范，吸引投资者
加入，让更多的经营者稳定获利，让市民放心消
费。

据了解，寿光市汽车保有量超过40万辆，但汽
车市场的服务理念、模式还相对落后。商会成立
后，寿光汽车配件、汽车美容、汽车快修、汽车用
品、汽车电子商务等经营一体化方面将得到提升。

花卉苗木

种植面积超2万亩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马玉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中秋了，买几盆鲜花摆在家里，增

添点节日气氛。”9月18日，在万芳花卉选购鲜花的寿
光市民王跃明向记者介绍他家今年过节的新方式。

寿光花卉的热销，得益于近年来该市林业产业的
发展。今年以来寿光以生态市建设为目标，创新造林
模式，激活兴林要素，转变治林方式，大力发展以苗
木、经济林、花卉、木制品、生态旅游等为主的林业产
业。以万芳花卉、红梅园艺为主的花卉苗木产业基地
已达70多家，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年出圃各类绿化苗
木5400多万株，各类花卉300万盆以上，年销售额8000
万元。今年1至7月份，寿光实现林业总产值92 . 2亿元。

“寿光将开发林业多种功能、壮大农村经济、拓宽
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作为全市林业发展的主旋律，使林业产业向多元化迈
进。”寿光市林业局局长韩家迅称。据了解，目前寿光
已拥有晨鸣板材、鲁丽集团、富士木业为主的木材加
工企业300多家，产品近千种。以林海生态博览园、弥
河农业生态观光园、洰淀湖万亩芦苇湿地为主的森林
旅游业蓬勃发展，年接待旅游人数超过100万人次。成
立林业专业合作社293个，注册资金7 . 8亿元，完成林
权抵押贷款1180多万元，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采购员在生产基地收购蔬菜。

新鲜蔬菜通过配送发往卖场。

蔬菜进入销售终端供市民选购。

↓

□通讯员 王兵 王景坤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7日，寿光市政府、山东泰汽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汽集团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
司举行了新能源客车研制基地签约仪式，标志着寿
光新能源汽车开发向大型客车领域迈进。

据悉，此签约项目落户寿光东城工业园，项目
计划占地500亩，主要生产纯电动及其他新能源汽
车，产品有12米、10 . 5米、8米和7 . 2米等车型，总投
资15亿元，计划2014年上半年完成项目建设，5年内
生产纯电动大巴5000辆，实现年销售收入60亿元，
利税7 . 2亿元。

上汽申沃在国内新能源客车及公交客车领域，
特别是在新能源大客车研发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
国家“863”新能源专项项目中取得丰硕成果，同时
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品牌优势和先进的研发技术及
生产管理经验。

新能源客车研制基地

落户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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