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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注意到

“八连杯”平价酸奶
黯然“退位”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如今的酸奶早已不是以前的酸奶，
身价倍涨。”近日，市民温露在购物时发
现，印象中酸奶大多是三四元一杯，现在
想试试新口味，都得七八元，甚至更贵。

2 月 27 日，记者走访发现，老酸奶、
风味酸奶等曾经的“网红”酸奶纷纷被移
至货柜边角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被贴上

“0蔗糖”“高蛋白”“低脂”“益生菌”等标
签的酸奶，一杯最低也得10元。

品种在变，价格上涨

温露是一名酸奶爱好者，每周都要
采购两次，基本保证每天喝一杯。

“以前喜欢喝红枣酸奶，后来迷上了
老酸奶，再后来又是蓝莓酸奶、燕麦酸奶
等。”如今，温露更喜欢 0 蔗糖酸奶，“0
蔗糖、0代糖、0添加，除了生牛乳和乳酸
菌，没有其他添加，适合减肥期饮用。”

酸奶品种在变，价格在上涨。温露
说，以前的原味酸奶最多5元一杯，而现
在的酸奶基本上都在5元以上。如今随
便走进一家超市酸奶区，高端酸奶往往
占据了三分之二的货架，而原来风靡一
时的红枣酸奶、燕麦酸奶等“八连杯”平
价酸奶已不能称霸货架。

“酸奶产品迭代的背后，是消费者对
健康的追求和另一种形式的消费升级。”
天虹超市分部经理周峰表示，一些包装
精致、主打健康的高端酸奶，定价动辄每
盒七八元甚至更贵，酸奶正在成为继奶
茶之后的又一定价越来越高的饮品。

“0添加”“0蔗糖”占“C位”

随着健康和抗衰意识的不断提升，
年轻消费群体对糖分摄入越发谨慎，酸
奶品牌纷纷抓住了“无蔗糖”消费的风
口。

“大概5年前，只需在酸奶中添加果
粒、谷物燕麦来营造丰富的口感便可提
高零售价，桑葚、牛油果、红枣也是酸奶
中最常见的添加物。”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原味酸奶是产品线中最基础、最便宜
的单品之一，而现在，“0 添加”“0 蔗糖”
的概念被广泛印制在饮料、酸奶等饮品
的包装盒上，成为低温奶领域又一个“兵
家必争之地”。

记者走访多家超市的低温奶制品区
域发现，开放式冰柜的最底层，一般是零
售均价不超过 5 元一杯的“平价酸奶”，
与顾客视线齐平的货架上，一定是摆着
品牌主推的“0添加”系列产品。

“与顾客视线齐平的位置，是销量最
好的位置。”周峰介绍，没有各种添加物
的酸奶会更健康一点，这也是很多年轻
人追求的消费趋势之一。对于他们而
言，最先考量的早已不是性价比，他们会
为喜欢买单，会为体验、健康、品质买单。

对于这场末端物流之争，消
费者对于竞争者持不同态度。

许多人更倾向去驿站取件。
市民刘女士说，驿站不向消费者
收费，即使由于出差、工作忙等原
因没有及时取件，也不会被收费。

也有市民支持快递柜。在一
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高女士说，因

为上班早出晚归，放在菜鸟驿站
的快递经常因为驿站没在营业时
间而拿不到。如果快递放在快递
柜，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不
仅如此，她还吐槽，以前包裹放在
快递柜，会有快递小哥电话提醒，
并收到取件短信，而自从有了菜
鸟驿站，许多快递员将包裹往驿

站一放了之，既无电话也无短信
提示。

“很多时候都是自行在淘宝
应用软件上查询，才知道包裹已
经被放在了菜鸟驿站。如果是普
通物品也就算了，生鲜产品哪里
经得住这样放呢？”高女士说。

你有没有发现 小区快递柜悄悄撤了
末端投递“最后一公里”之争，驿站占上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门口的快递柜
撤了。”最近，住在某
单位宿舍楼的刘女士
被快递员告知，原本
位于大门附近的快递
柜撤走了，“对面菜鸟
驿站把生意抢走了，
快递都放那去了。快
递柜难以维持，就撤
走了！”

记者走访多个小
区发现，快递柜撤柜
并非个案。我市多个
小区的快递柜布点发
生调整，部分快递柜停
止运营。曾经红极一
时的快递柜，在末端物
流“最后一公里”的争
夺战中呈式微之势。

快递末端投递是快递服务链
条的最后一环，直接影响着消费
者的购物体验。快递柜与驿站间
的“最后一公里”之争，说到底争
的是服务和品质。

事实上，关于“最后一公里”
的吐槽一直未间断。快递柜兴盛

之时，因其向收件人收取超时费
用，没少挨吐槽。后来驿站兴起，
一些快递员将“送货上门”默认为

“客户自取”，由此引发与消费者
的争执和矛盾，“快而不递”成为
行业痛点。

在品质为王的当下，服务才

是物流末端之争的关键。消费者
是用脚投票的，要想在这场竞争
获胜，不光要提升效率，更要提升
服务质量、改善消费者的体验
感。毕竟好的服务才是让企业在
市场中长青的根本。在这一方
面，相关物流企业还得多想些招。

中泰财富湘江一栋楼下，快
递柜曾扎堆。“进门处，丰巢、富友
和中邮速递易三家公司的快递柜
一字摆开。”住户李女士告诉记
者，不知从何时起，中邮速递易的
快递柜不见了，只剩另两家公司
的柜子还立在那里。

其他区域也有快递柜撤走的
现象。金丰小区的一位业主说，
几个月前，小区楼下的快递柜撤
走，大家更愿意去菜鸟驿站取
货。不远处的香草园等小区，部
分快递柜也被撤走。

“这些快递柜的使用率不高，

放在那里还要收取电费、物业管
理费，自然就被撤走。”快递员刘
先生说。

记者联系到一家快递柜管理
公司。公司工作人员坦言，他们
确实撤走部分小区的快递柜，对
快递柜布点进行优化布局。

我市的快递柜基本为双向收
费。根据使用的快递柜大小，快
递柜管理企业向快递员收取 0.2
元至 0.3 元的存放费。超过免费
存放时间的，则向收件人收取 1
元至 4.5 元不等的超时管理费。
驿站一般为单向收费，如菜鸟驿
站对快递员的收费为 0.3 元至
0.4 元，比快递柜稍贵。即便如
此，许多快递员仍然更倾向于将
快递放在菜鸟驿站。

“驿站的体验感更好。”快递
员陈先生说，驿站能存放的快递
更多，也更方便，就快递员而言，

将包裹投放至快递柜，需要快递
员逐个录入，一不小心还容易将
包裹弄混、出错，而驿站的工作人
员可以帮助快递员快速录入信
息，收件人遇到问题时，也能提供
现场协助解答。不仅如此，驿站
的快递容纳量更大，也更为便捷。

从客户角度来看，驿站不向
消费者收费。“很多人常常一忙起
来便忘记及时去快递柜取包裹，
错过免费存放时间而被收取费
用。一次收取一两元，累计起来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所以大家
更愿意让快递员把包裹放在驿

站。”陈先生说，以中建·御山和苑
周边为例，快递柜的使用率已下
降了一半以上。

记者了解到，快递柜运营商
的营收模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向快递员收费、向用户收取超时
费用、柜体广告费和其他增值服
务。快递柜成本包括柜体成本、
场地租金、设备折旧、铺设代理佣
金、维护维修和电费、网费、通信
费、管理费等。“快递柜使用率下
降，仅靠上述几项收入，很难实现
盈利。”分析人士指出。

现象 快递柜悄然撤走

分析 与驿站之间的较量

声音 消费者各有所爱

记者手记 “最后一公里之争”，争的是服务和品质

任远

▲中泰财富湘江原本快递柜扎堆的位置，已有快递柜被撤走。记者/任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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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彭江波用省吃俭用攒
下的一万多元积蓄换来了17只羊，
在老家的山上，开始了创业之路。

“本土黑山羊生长周期慢，大
部分处于散养状态，缺乏规模化
养殖企业。”彭江波调查后，瞅准
了这一商机。“有一次看到一本资
料，介绍了大耳羊的研究与选
育。”他说，这本书以四川成都的
一个养殖场为样本，详解了山羊

的集约化养殖技术，而这技术，正
是他想学习的。于是，彭江波和
朋友，坐上了前往四川的火车。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养
殖场门口守了一个礼拜，老板终
于接受了彭江波及其朋友。3 个
月时间，他学会了养殖技术。

后来，在养殖场一位老技术
员推荐下，彭江波又去了四川另
外一家养殖场。“之前主要养黄山

羊，到第二个养殖场才真正接触
到黑山羊。”彭江波说，当地的努
比亚黑山羊能长到一百多公斤，
生长速度快，适合规模化养殖。
他如获至宝，用8000元买了一只
带回醴陵。

过了没多久，这只努比亚黑
山羊与他之前饲养的本土黑山羊
杂交出 30 多只羊崽，受到周边村
民青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驰 通讯员/李放鸣）初春乍暖，在
攸县宁家坪镇龙泉村米谷湖湾里，
一片约 6 亩的农田被厚厚的黄泥新
土抬出了原地面，这就是该村九汤
组投入 10 万元资金整改出来的基
本农田。

据悉，九汤组共 41 户，176 人，

只有150多亩水田，其中还有5.9亩
水田分布在米谷湖湾子里。这里群
山围困，地势低洼。往年，每当夏秋
时节，上游的江水集中汇集，常将这
江畔之田淹没；加之一处新建的水
利设施又抬高江床，直接将这片低
洼田打入“水牢”中。

留住祖宗田，成为全组人的共

识。全组村民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救
出这片“水浸田”，他们多措并举，先
争取各级领导的重视，获得了相关
项目资金的援助，后又积极争取异
地老乡的大力支持，还发动本组村
民“众筹”资金。

去年，抓住秋收后的农闲时节，
组里开始施工，先租用挖掘机将这

片农田的耕作层肥土进行“起土收
藏”，后通过运输车从别处取土填泥
抬地基，最深处达 2 米，再用机械将
填土铲平压实，又将表土铺于其上，
重新作梗构坵。此外，进行沿江筑
堤，沿路修渠，总投资10多万元，让
这片“水浸田”重生。

如今，下了新苗，等待着农田丰收。

筹资十万改水田

返乡当“羊倌”生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章远洋 陆杏聪

2 月 24 日，醴陵市沈潭镇双垅村，
雪后的阳光穿过树枝洒在大地上，留
下温暖的痕迹。村里的半山腰上，一
栋白色外墙的羊舍里。一只只黑山羊
膘肥体壮，咩咩的羊叫声此起彼伏。

早上 7 时许，尽管气温还很低，彭
江波来到羊舍，拌料、喂料，忙得不亦
乐乎。去年，他养的 1000 多只羊悉数
出栏，收入可观。

在当地，今年 33 岁的彭江波养羊
小有名气，时常有人前来“拜师学艺”，
其养的羊远销江西、广东等地。

“在山里养羊是辛苦活，也是技术
活。”2013年，大学毕业一年后，他从企
业辞职返乡养羊，彭江波直言不讳，舍
得钻研把羊养好，生活才能“喜洋洋”。

免费技术指导
带动村民“喜洋洋”

“大学生养羊果然不一样。”这些
年，沈潭镇双垅村村民刘粤靠着养羊，
一年收入 10 万元。他逢人便说：“跟
着江波发‘羊财’了。”

在沈潭镇，提及彭江波的名字，村民
无不竖起大拇指。大学毕业后回村养
羊，一度引来广泛关注。“起早贪黑，开
荒、割草、修圈，打针、看病、放羊，从来不
当甩手掌柜，晚上就睡在羊舍边的小房
子里。”村民们评价说。

致富不忘桑梓情。这些年，陆续有
村民找彭江波买羊羔或母羊，他从来不
藏着掖着，从羊舍布置到养殖要领，他
都详细告知。“买羊养的家庭条件都一
般，不能让老乡赔本。”彭江波说。

据彭江波估计，仅在醴陵市，就有
不少于100户村民，在他那儿买羊，且
在他的指导下科学养羊，获得了理想的
收入。还有江西上栗市等一些地区的
养殖场老板，请他当技术顾问。

完善产业链
期待更多人努力

这些年，彭江波养殖场羊的出栏
量，每年稳定在约 1600 只的规模，靠
着老客户带新客户，常常供不应求。

一路走来，经历过的艰辛，只有自
己清楚。彭江波说，2016 年时，黑山
羊行情遇冷，他曾自学技术，跨界经营
烤全羊，还到长沙跑市场代销羊奶为
养殖奶山羊探路，但因量小及冬季羊
奶销售惨淡等原因，不了了之。

“还好没放弃。”彭江波很庆幸，
2018 年，羊价蹭蹭往上涨，他果断扩
大养殖规模。这次赌赢了，也坚定了
他继续养羊的信心。创业至今，彭江
波收获了优秀养殖大户、吴运铎创业
奖等荣誉，还被团省委选派到清华大
学学习。

“看市场，看机遇，看胆量。”谈及
创业经验，彭江波说，羊价从每斤十几
元，到现在40元，自己赶上了好时代，
尤其当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年
轻人在家门口就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草料、屠宰、销售等产业链的上
下游，还是一片空白。”彭江波说，黑山
羊市场需求量大，价格总体呈稳中上
升趋势，计划先把规模提高到年出栏
3000 头。“期待志同道合的创业者一
起完善产业链，把养殖黑山羊打造成
服务一方发展的名片。”他最后说。

母羊做B超，管理出效益

尝到甜头后，彭江波准备扩
大养殖规模。他向朋友借款，从
四川买回了 100 多只努比亚黑山
羊。由于掌握了饲养技术，这批
羊生长状况良好，陆陆续续产下
200多只羊崽。

“荒芜的山地，空着让人心疼。”
2014年，彭江波在村里流转了180
多亩山地，新建黑山羊养殖基地，设
计存栏800只。在这里，羊舍被分
成若干个隔间，黑山羊们分室而
居。在山地上，彭江波种植了牧草，
供黑山羊食用。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
道。把羊养好，真不容易。”彭江波
说，传统的放养模式是小打小闹。
作为一名新农人，他更强调“精准”
二字，有一套独特的“养羊经”。

在彭江波的养殖场，自动刮
粪、自动投喂水、搅拌及供暖降温
设备一应俱全，羊群生活在干净
的空间里。“公羊和母羊分开养
殖，其中怀孕的母羊又是另一个
单独群体，有的身上还做了标
记。”他说，只有精准掌握每一只
羊的生长状态，才能最大限度节

约成本。
去年，彭江波从朋友那儿借

来仪器，给母羊做 B 超。“精准确
定羊是否怀孕、是否会产生效益，
这样就不会盲目地养殖。”他说。

如何让羊长得又好又快，彭
江波没少费心思，做过很多尝试。

“什么羊喂什么草、喂量多少、
如何搭配，羔羊什么时候断奶、育
肥、出栏，都有一套标准。”彭江波
笑着说，这是他的“商业机密”。

高考填报专业，大家报会计、
金融、法律等热门专业，彭江波却
选择了“冷门”，填报了“畜牧兽医
专业”，原因在于家里养猪失败
了，想探个究竟。

那是 2008 年，生猪蓝耳病肆
虐，家里养的 200 多头生猪全部
被杀，倔强的彭江波不甘心，决心

通过大学学习寻找答案。在湖南
农业大学学习期间，他考取了“全
国执业兽医资格证书”，梦想能闯
出一片天地。

“要不试下养殖黑山羊？”专
业老师一句简单的建议，在彭江
波心里生根发芽。大学毕业后，
他买了10多只本地黑山羊交由父

亲饲养，自己进入岳阳的一家饲
料厂工作。当时，他心里有自己
的小九九。“在厂里学习关于饲料
方面的知识，以后养殖用得上。”
他说。

每月工资不到 2000 元，彭江
波干了一年，在父母的反对声中，
选择了辞职，回到故乡。

四川拜师学艺，引入新品种

▲彭江波在羊舍喂料。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摄

倔强不甘心，选择兽医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