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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刚结束，家住元一名城的叶小姐像往常一样来到中西街的一家龙虾店，

没想到这次却空手而归，店主杨老板抱歉地告诉叶小姐，他们已经改卖牛肉粉丝了。

洗虾粉，食用小龙虾可能导致“肌肉溶解”……种种有关小龙虾的负面新闻多少让

食客对龙虾望而却步，加上天气转凉，省城龙虾销售“冬天”早早来临。日前，记者走访省

城宁国路龙虾一条街、琥珀山庄美食广场，发现一些商家已调整经营策略，分担经营风

险，本土龙虾养殖基地更是在寻找一条转型升级之路。 记者董艳芬 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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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超市竞争进入“肉搏战”
3日，合肥的西南边，位于安高·城市天地的沃尔玛超市和位于长江西路的北京华联购物中心同时开

业。“竞争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照这样下去两年之内合肥的超市可能就要洗牌了。” 详见B3

11月6日下午5点，记者来到

琥珀山庄美食广场，探访小龙虾的

销售情况。此时正是饭点，在以往

的日子里，不少小龙虾店都是门庭

若市，然而，当晚的情况却和记者

印象中的迥异。

“吃饭吗？烧菜、炒菜都有。”

老二龙虾馆的店员改用了这样的

“吆喝语”。该店员告诉记者，由于

天气转凉，该店已经不再“主打”龙

虾，而是改烧菜、火锅、海鲜等等。

另外一家龙虾经营户向记者

透露，南京“洗虾粉”事件对合肥龙

虾销售多少有点影响，加上天气转

凉，大闸蟹等秋季水产纷纷上市，

今年小龙虾销售淡季比往年来得

更早。“今年的淡季几乎已是销售

‘寒冬’。”老板说。

“多元化经营分担经营风险。”

时代小雅龙虾店总经理刘纯武告

诉记者，进入11月份以来，该龙虾

店的经营重点开始往火锅、烧烤上

转移，其销量占到总营业额的三分

之一。

肌溶事件、洗虾粉，省城龙虾直喊“冷”

““过冬过冬””后龙虾如何迈过道道坎后龙虾如何迈过道道坎？？

记者了解到，现在省城龙虾大多处于

“过冬”状态，在经历今年一系列事件后，

合肥的龙虾名片是否还能继续闪亮？

“从整体上看，关于龙虾的传言会对

市场产生影响，但是不会太大，而且是可

以改变的。”合肥市餐饮烹饪协会副秘书

长朱学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好的企

业会通过自身的力量克服困难，并且适应

市场，“有人需求，就会有市场 。”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不少业内人士

对明年的龙虾生意都持乐观态度。不过，

要想让合肥龙虾“过冬”后打个漂亮的翻

身仗，专家却认为还需要在品牌上细心打

磨。

省城一些大的龙虾店已经拥有了自

己的品牌，如老谢、阿胖、时代小雅等，甚

至有部分还将连锁店开到了外地。周超

分析，合肥的一些龙虾品牌虽然已经建

立，但是还没有到输出品牌的阶段，而且

各地龙虾口味差距很大，“走出去”也未必

一帆风顺。“一个品牌背后都有一套机制，

可以借鉴肯德基、麦当劳的连锁经营模

式。”

小到洗手有程序，大到管理有手册，

从采购到用料加工、品质管理和接待服务

等各个 环节，洋快餐都有严格的程序和

标准，而合肥龙虾却似乎有些欠缺。周超

认为，单独靠一 个品牌去外地开拓市场

风险较大，合肥龙虾可以“抱团”闯世界，

甚至，龙虾可以作为徽菜的一个品种跟着

徽菜往外走。

现状调查 食客渐少龙虾降温

食客少，龙虾批发量随之骤

降。记者在周谷堆市场走访中了

解到，目前该批发市场龙虾日交易

量仅一千多斤，相当于销售旺季的

1%，与去年同期相比跌幅达30%

以上。

“除了季节性原因外，南京

‘龙虾门’事件对龙虾批发市场也

有很大的影响。”周谷堆批发市场

水产品交易区一负责人告诉记

者，合肥市的龙虾多数来自长丰、

肥东、肥西等周边地区，到周谷堆

市场的龙虾，只有小部分供应本地

市场，多数销往上海、南京等地。

南京“龙虾门”事件，让南京、上海

等地的龙虾销售量一落千丈，周谷

堆龙虾批发量也因此锐减。

批发量减少，龙虾的价格也出

现“滑坡”。据了解，目前，周谷堆

批发市场大个头的龙虾每斤批发

价格只有7元，而7月份，这些龙

虾价格可以卖到十多元，经营户加

工后，对外销售的价格每斤在20

元至50元不等。

批发骤降 周谷堆龙虾日交易量仅千斤

作为龙虾产业链的源头企业，

合肥本土龙虾养殖基地对今年萧

条的小龙虾市场采取了应对措施，

以求度过“寒冬”。

“今年效益不好，我们几个股

东正在协商应对之策，酝酿转型升

级。”昨日下午，肥西志林龙虾养殖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志林向记者坦

言，今年的龙虾养殖行情并不好，

特别是南京“龙虾门”事件发生后，

批发商曾经一度停止从该公司提

货，这让企业损失不少，仅能维持

生存、保本经营。

而为了增加收入，该公司计划

在明年增大投入，对现有510亩养

殖基地进行整合，在养殖龙虾的基

础上尝试其他水产品养殖及农作

物种植，减少经营风险。

一些企业还在提高龙虾竞争

力上“下功夫”。长丰下塘龙虾养

殖合作社负责人赵本文说，目前下

塘已经建立了龙虾加工产业，建设

了冷冻库，当龙虾销售出现波动

时，可以将鲜虾加工放进冷冻库。

“唇亡齿寒” 本土龙虾养殖基地欲转型

根据合肥市龙虾经营者协会

的粗略统计，全市有大大小小300

多家经营龙虾的餐饮店，分布在

宁国路、琥珀山庄、中西街等地，从

业人数至少有4、5万人。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省餐饮

业、龙虾养殖、龙虾贩运、龙虾综合

加工企业、农贸市场粗加工及

啤酒饮料等相关产业也

被小小的“龙虾”串起

来了。

以龙虾

综 合 加

工企业为例，记者从巢湖大鑫食品

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每年出口

的龙虾可以达到300~400吨，“甚

至有的可以出口到欧洲和美国。”

公司负责销售的一位人士透露。

一家龙虾店的负责人向记者

证实，龙虾经营有很强的季节性，

类似“候鸟经济”，“原材料价格 、

房租水电、人员工资年年上涨，秋

冬季节甚至亏本。”

正因为这样，以前单纯做龙虾

生意的经营户们，现在仅仅是将龙

虾作为餐桌上的一道菜，开始为市

民提供全方位的餐饮服务，比如兼

营烧烤、土菜、海鲜等，，增加菜肴品增加菜肴品

种种，，弥补龙虾淡季带走的利润弥补龙虾淡季带走的利润。。

合肥市龙虾经营合肥市龙虾经营

者协会周超秘书长者协会周超秘书长

表示表示，，合肥龙虾在合肥龙虾在

朝着品牌化方向发朝着品牌化方向发

展展，，进行着洗牌进行着洗牌。。此外此外，，他

分析，经营龙虾的新面孔较少，

因为龙虾店最“秘密”的就是卤料，

老店可以 将卤料不断调整到最佳

标准，可是一些新店却无法掌握秘

籍，所以不懂的人不会贸然入行。

多元经营 打破龙虾“候鸟经济”

如何过坎？
合肥龙虾得学洋快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