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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2010年绝对是合肥商业历史上不平凡

的一年，银泰、金鹰等纷纷进入合肥，万达

广场、滨湖世纪城等城市综合体相继入驻，

开始了很热闹的商战。安徽本土的企业则

加强了省内的拓展，今年9月25日，商之都

将范围拓展到全省十强县之首宁国市。布

局省内，跑马圈地，成了本土商业巨头这些

年的任务。

从植根合肥到跑马全省

“谋定而后动，心中要有整盘棋，考虑

到未来的商战，商之都得早早去布局。”谈

到跑马全省，商之都相关负责人表示，并不

是盲目而为，是有通盘的考虑。

从1995年 12月28日开设了在合肥宿

州路的第一家店，商之都的每一步都走得

坚实。当时，不单单是商之都，同时期，其

他的百货企业也在积极探路，但是商之都

一直走在前面。

尤其是进入2005年之后，商之都的步

伐明显加快，2007年9月30日，安徽商之都

大东门店盛大开业；2008年6月28日商之

都叶集店隆重开业；2008年11月15日，商之

都淮南商厦开门迎客；2009年 11月28日，

商之都池州购物中心正式开业；2010年9月

25日，商之都宁国购物中心开业纳客。

对于外来企业的冲击，该负责人表示：

“大家都来了，很正常，可以把合肥市场的

‘蛋糕’做大，也有利于我们本土企业的成

长。”

“相对于外来企业，本土企业有自己的

发展优势，二三线城市也是我们的战场。”

该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商之都已在省内

开设了16家百货门店。“我们还将争取下一

步覆盖全省。”

从专注百货到“三驾马车”

商之都不单单专注百货行业，在逐渐

壮大之后，也丰富了业态。2000年9月，安

徽商之都红府超市注册成立，那个年份，合

肥超市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以红府超市为

代表的本土超市挺身而出，成了中流砥柱，

而今，满大街的本土超市也与洋超市的大

买场形成了割据之势。

除了百货、超市，商之都的第三驾马车

就是电器行业，2004年6月1日，安徽国生

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家由原安徽省

五金交电化工公司改制而成的家电企业，

由安徽商之都控股，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

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批发、连锁、配送为一体

的专业化现代公司制家电经营企业，在全

省占有较高的份额。

三驾马车一起行驶，商之都的影响力无

疑更加广阔，截至目前，商之都还在全省开

设了17家国生电器专业店、21家红府超市直

营店，销售收入跃升至今年的80多亿元。

从“第一百货”到“第一商业”

成立15周年，商之都的头上一直笼罩

着“安徽第一百货”的光环，不过，商之都人

可不满足这一点，正在从百货为主的零售

业态，往商业综合体的建设和运营商转变。

这一步可不易，但有章可循。2009年

11月28日，商之都池州购物中心开业，百货

我们做，落地的超市业态并不是商之都自

己的红府超市，而是来自福建的永辉超

市。“我们是以运营商的立场做商业，做大

做强才是我们的想法。”

开永辉超市只是商之都池州购物中心

探索的一步而已，大地影院、KTV以及火锅

城都已经开业，商业红街近日盛大开业。

据悉，整个项目建成后将形成综合体的概

念，集购物中心、酒店、商业街、城市广场、

写字楼、餐饮、娱乐、高档住宅等为一体的

综合性多功能高档城市中心。

未来，商之都将更多地复制“池州模

式”，其中蚌埠商业综合体已经进入住宅销

售阶段，新的商业综合体爆炸式增长时代

也将来临。 樊立慧/文

合肥之外的战争

商之都布局安徽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眼瞅着年末

将至，近日，省城多位市民打来热线电话反

映，在一些本土论坛上看到多则求购、或转

让发票的帖子，那么这种网上“叫买”、“叫

卖”发票的行为，是否合法呢？

根据市民的提示，记者浏览了一些本

土论坛，确实看到各类求购或转让发票的

帖子。“高价求购餐饮发票，有意者请发站

内信。”“手持多种消费发票，有需要者请联

系我。”而在此类帖子下方，有多位网友跟

帖，看来“生意挺火”。据了解，求购者多是

为了收集发票作报销之用，而转让者多为

转让一些“无用”发票，赚个“小钱”。

一位发帖求购者告诉记者，因为单位

可以报销一部分旅游费和餐饮费，手头上

仅有的发票不够“报账”，为了凑齐“差额”，

他才想出网上“求购”这招。“目前，已经有

好几个卖家和我联系了，可价格开得太高，

还得再等等看。”一位转让者则表示，手头

闲置发票太多，又无“用武之地”，所以干脆

挂在网上卖个“好价钱”，“已经卖出好几张

发票了，赚了200、300元。”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餐饮、旅

游、出租车等发票都是“抢手货”。因为在

一些单位，这些费用都已被纳入员工福利

中，一般月底或者年底都可以报销。而除

了向同事、朋友搜集发票之外，一些市民也

只得求助于网络。

那么如此大肆求购、转让发票的行

为，是否违法呢？采访中，不论是求购者还

是转让者均表示，发票来源绝对正当，属于

私人交易，并不属违法行为。但税务部门

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任何

市民和单位向他人转让、代开发票的行为

都是违法的，所以市民口中所说的“私人交

易”其实也是违法行为。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没想到茶

叶包装盒也成‘宝贝’了，居然有人愿意出

三、四十元的价格回收。”昨日，合肥市民郑

女士致电本报热线表示，回收茶叶包装盒

是好事，可她担心随意循环使用会带来卫

生等一系列问题。

郑女士喜欢喝茶品茗，亲戚朋友知道

她有这种爱好，逢年过节时，便会搜罗一些

好茶叶送给她。茶叶的品质自不在话下，

包装盒也是一个比一个精致美观。时间长

了，家里就积攒了一大批废弃包装盒，“扔

了怪可惜的，我就把它们都留下来当做储

物盒，放放杂七杂八的东西。”

可眼瞅着家中的茶叶包装盒越积越

多，郑女士不免心烦起来，就在前几天，来

家里做客的朋友告诉她，有商贩专门回收

茶叶包装盒，“她说，我的那些茶叶包装盒

如今都是‘宝贝’，一个能值好几十元。”郑

女士说，她家里有一套铁观音包装盒，十个

小盒子加上一个大盒子，大概能值个三、四

十元。一听价格还不菲，她有点动心了，可

转念一想，又有些犹豫了。“商贩把包装盒

回收是用于循环使用，但是如果有不法茶

商把质量差的茶叶装进包装盒‘以次充

好”，如何是好？”

针对郑女士提出的疑问，合肥市12315

的工作人员表示，郑女士的担心不无道理，

确实有不法商贩将次品茶叶装进精美包装

盒中鱼目混珠的情况，消费者在购买茶叶

时，一定要加以鉴别，以防上当。该工作人

员还建议，如果消费者遇到此类消费陷阱，

可以直接向辖区消协或工商部门反映。

茶叶包装盒：昔日废品今成“宝贝”
专人收购，一个能卖几十元；市民担忧：循环使用问题多

发票成了“香饽饽”，网上一片买卖声
税务部门：转让代开发票均属违法

掸的是灰还是钱？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天，我

在临泉路看到一中年妇女拿着鸡毛掸

子，随意在车前窗上掸几下，就向司机

要钱，太不像话了！”昨日，合肥市民范

先生来电反映了这样一件让他无语的

“趣”事。

据范先生介绍，当时他坐在出租

车里，路经钢铁新村时，前方堵车，车辆

都停下等待。而此时，一位身穿黑色棉

袄，头戴黑色围巾的中年妇女背着黑色

布袋子，手拿鸡毛掸子出现在路中央，

对着车前窗就想“掸”。没想到，“司空

见惯”的司机师傅挥了挥手，那女子便

走开了。“司机师傅说，这个鸡毛掸子掸

的不是灰，而是钱。”

范先生说，这种行为不仅影响市容，

而且很不安全，有关部门应该管一管。

绿化有“缺口”快补上
合肥市民王先生来电反映：省安装

公司单位宿舍区前，有部分地段没有栽

树绿化，希望绿化部门能补栽几棵树，把

“缺口”补上。

合肥市林业局和园林局回复：日

前，合肥市道路绿化“缺口、断带”普查工

作已结束。此路段的绿化工程建设已在

规划设计中，近期将进行绿化。

记者 祁琳/整理

热线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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