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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林

星报讯（本报记者） 昨日，安徽文

化产业电子商务联盟成立大会暨合作

签约仪式在合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曹征海出席。安徽文化产业电

子商务联盟由安徽新媒体集团牵头，安

徽日报报业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11家

单位共同发起组建，致力于联合我省文

化电商企业和相关单位，携手推进安徽

文化电商发展。联盟官网“安徽文惠

网”同时上线，标志着安徽文化产业电

子商务联盟正式起航。

截至目前，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已达

205家（含11家发起单位），其中已开展

电商企业79家，计划开展电商企业近

100 家，文化电商发展关联单位近 30

家，线上服务和销售产品涉及图书、影

视等电子出版物、新闻信息服务平台、

演艺票务交易平台、动漫游戏及交易平

台、社交活动平台、在线教育平台、文化

旅游景区服务平台、音响乐器、文房四

宝、柳编、奇石、玩具、文化用品、珠宝首

饰等等。

据悉，联盟成立后，近期计划推进

深圳文博会、第二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

季等一批专项事务，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引导并推动各类资源与文化企业需

求的对接。

安徽文化产业电子商务联盟成立
联盟官网“安徽文惠网”同时上线

安徽农产品前两月
出口总值达13.3亿元

星报讯（记者 丁林） 今年1月至2月，

我省农产品出口总值13.3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36.5%，出口总量8.5万吨，增长36.2%。

数据显示，1月至2月，我省出口中药

材3.1亿元，增长1.8倍；同期，出口蔬菜

0.7亿元，增长6.4%；出口天然蜂蜜0.6亿

元，增长34%；出口水海产品0.5亿元，增

长 61.5%。但出口茶叶 2.2 亿元，下降

32.1%；出口羽绒0.9亿元，下降33.6%。

今年29岁的“潘潘”，3年前在省城

北二环开了一家水果、零食小店。也许

由于位置较偏，生意一直算不上红火。

潘潘平时上网时间较多，“为什么

不试试在网上卖水果呢？”2013年春夏

之交，利用微博的影响力，潘潘开启了

水果的网络营销。其实，不只是营销方

式不同，这一次，潘潘也把产品进行了

“升级”——多是进口水果。

在省城庐江路与桐城路交口西北

角的店内，潘潘介绍，自己的微购水果

店从正式营业至今，快两年了，“总体

来说，生意还不错，比一般的工薪族要

强些。”

既然是网络营销，潘潘对借助的网

络载体很花心思。在感觉微博的影响

力下滑时，微信成了目前潘潘依赖的主

要营销工具。“现在微信粉丝量接近

3000人，基本上靠老顾客带新顾客。”不

过，在微信营销早期，潘潘也曾找过微

信大号帮自己小店增加人气，“那是合

肥一家生活类媒体的官方微信。”

“当时我们是合肥第一家微信销售

进口水果的。”而如今，微购水果店已经

小有名气。潘潘说，客户主要集中在合

肥西边，同样，因为是老顾客的原因，基

本上想要什么水果，微信上说一下，就

会送货上门。

“主打”在网上，潘潘因此对实体店

的投入并不大。“菲律宾、智利、泰国等

进口水果进入国内后，从广东发货到合

肥的物流中心，我再开车去提货。”而随

着生意渐渐做大，潘潘去年将之前开的

跑车卖掉，换了一辆能够装载更多水果

的起亚K5，“既方便去拿货，又方便给顾

客送货。”

用微信营销的方式，去销售国外的

新鲜水果，这是潘潘微购水果店主要的

思路。但这一个不经意的脑筋急转弯，

给潘潘带来了几倍的收入。“现在的生

意不固定，有时一天营业额能有好几

千，上万元也有过。”潘潘透露，扣除

4000元的房租以及进货成本之外，利润

率在三成左右。

不过，考虑到现在的门面“太市中

心”，有些慕名而来的顾客不方便停

车，当下，潘潘正在计划搬家，“西边、北

边都有可能。” 陈亚俊 记者 丁林

微信卖水果，一天能卖上万元
微购水果店销售国外新鲜水果，带来几倍收入

倒春寒抬高“菜篮子”
花菜上周贵了三成多

星报讯（涂文静 记者 董艳芬） 最近

的“倒春寒”天气，让市民“菜篮子”拎得更

加沉重。市场星报记者从合肥周谷堆批

发市场了解到，上周，大白菜、薄皮椒等蔬

菜批发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

安徽的花菜涨幅最大，达到了35%。

具体来看，这6种价格上涨的蔬菜批

发价格分别是：山东的大白菜（1.1 元/

斤）、薄皮椒（2.8 元/斤），云南的土豆（1.6

元/斤），安徽的香菜（1.3元/斤）、花菜（1.4

元/斤），周环比涨幅分别为22.2%、10%、

14.2%、18.1%和35%。

“受降温降雨天气影响，地产菜进场

量周环比略有减少，目前大圩的四月青、

肥西的韭菜、巢湖的西红柿等地产菜上市

时间所有推迟，带动了菜价的上扬。”周谷

堆信息中心主任李涛告诉市场星报记者，

后市随着气温的回升，整体菜价呈“季节

性”回落趋势。

禽蛋市场上，洋鸡蛋交易平稳，批发价

在3.44元/斤。“目前，蛋价处于低位震荡，预

计近期蛋价波动空间有限。”李涛分析说。

上市车企“心情大不同”

江淮汽车、安凯客车和华菱星马，被

称为是安徽上市公司中的三大上市车

企。去年，这三家车企的表现不尽相同，

展示了三种不一样的业绩表情。

江淮汽车虽然正式的年报仍未发布，

但快报显示，去年其净利润为5.29亿元，

同比大幅下降42%。究其原因，公司表示

一方面系产销规模在下降，同时公司加大

促销，产品毛利率在下滑。

比江淮汽车日子难过的是华菱星马。

这家位于马鞍山、以搅拌车等为主要产品

的上市公司，去年的业绩出现大反转。

2013年度，公司的净利润为2.48亿元，但

一年之后，业绩下滑迅速，至去年底，公司

已出现巨幅亏损，额度为3.76亿元。

深耕新能源客车的安凯客车近来则“春

风得意”，继3月底发布了四款新能源客车新

品后，日前又中标3.43亿元公交车项目。而

去年，安凯客车的净利润看上去不是很多，

仅2353万元 ，但相比2013年度，公司“大逆

袭”扭亏为盈。根据2013年公司的财务数

据，该年度安凯客车的亏损为3472万元。

5上市皖企业绩逆袭“扭亏”

除了上述安凯客车外，仍有4家皖企去

年实现扭亏为盈。它们分别是：鑫科材料、

安纳达、国风塑业以及方圆支承。

2013年度，位于芜湖以稀土合金铜带、

金属基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制品为主的鑫科

材料，出现了巨亏，全年亏损额超过5300

万元。去年，鑫科材料开始谋求转型，不仅

跨界参股民营银行，还投资新能源锂电池、

跨界玩影视。截至去年底，由于销售收入

增加以及非经常性收益增加，鑫科材料实

现业绩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2613万，同

比增长148.6%。

去年业绩实现翻番的还有安纳达。以

生产和销售系列钛白粉及相关化工产品为

主营业务的安纳达，2013年度亏了4500多

万元。去年，受产品销售量增加、销售费用

和财务费用上升、资产减值损失减少和政

府补助增加共同影响，公司净利润达325.2

万元，同比增长107.09%。

凭着加大对产品的使用领域以及海外

市场的拓展，方圆支承去年的净利润，根据

其快报显示为222万元，而2013年度其亏

损近3500万元。此外，国风塑业去年也实

现了扭亏，由2013年度的亏损3900余万

元至去年净利润达624万元。

7户去年净利润“由盈转亏”

中发科技、皖江物流、铜峰电子、国投

新集、六国化工、国通管业，加上上述的华

菱星马，这7家企业明确公告或预告去年的

净利润为亏损，而通过对2013年度几家公

司的报表的分析，不难看出，这几家公司业

绩“由盈转亏”。

中发科技在1月31日发布的业绩预告

中称，公司去年净利润为-5800万元左右，

而前年为674.65万元。铜峰电子预计的亏

损额更大，1月30日临时公告称，预计去年

净利润为亏损 7000 万元至 9800 万元之

间。“公司主要产品售价大幅下降，加上公

司部分设备老化，产品成本增加以及部分

客户财务状况不佳货款难以收回、产品超

期积压等原因导致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准备

增加。”铜峰电子如此解释。

好在，近期，中发科技和铜峰电子都在

加紧布局投资公司。如，铜峰电子拟2亿元

设立投资公司；中发科技也拟与上海驭普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上海合资设

立“上海承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六国化工主导产品为化学肥料，去年，

公司预计亏损1.6亿元～2.2亿元，主要原

因是，主导产品市场持续低迷，销售毛利大

幅下降，以及销售费用、财务费用、计提资

产 减 值 准 备 。 2013 年 六 国 化 工 盈 利

1418.98万元。国通管业2013年度凭借政

府近千万元的补贴得以“扭亏”，而2014年

度，公司预计净利润为-2850万元到-3300

万元。市场竞争环境恶化、主要原材料价

格上涨，公司产品毛利率低等，系国通管业

对预亏的解释。

此外，国投新集和皖江物流预计去年

出现巨亏，亏损额度都在20亿元左右。

安徽上市公司晒去年“成绩单”，几家欢乐几家愁

五家皖企扭亏 七家出现“盈转亏”
尽管安徽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尚未全部披露

完毕，但综合快报和业绩预告，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昨日发现，有5家上市皖企去年实现了扭亏
为盈，但与此同时，华菱星马等7户也从前年的赚
钱变为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