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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创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白 杰 品 股

看高一线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震

荡走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走势分化，沪

深股指收涨超1%，创业板指则
微幅收跌，盘面上，煤炭、房地
产、白酒等板块表现较好。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77只，跌停5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收
复5日均线，在北上资金休市的
背景下，两市合计成交8701亿
元环比变化不大；60分钟图显
示，沪深股指均收复 5 小时均
线，60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金
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在利好刺
激的背景下，两市均出现高开，
且留下了一个未补跳空缺口，
由于沪深股指均收复了5日均
线，后市理应继续看多，而沪指
盘中一度收复60小时均线也为
其他股指指明了方向。期指市
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
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
体有所增加。综合来看，近来
消息面暖风频吹，后市仍可看
高一线。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 9.65
元均价买入华创阳安 54 万
股，之后以 9.96 元均价卖出
54 万 股 。 目 前 持 有 泽 达 易
盛（688555）8 万 股 ，华 创 阳
安（600155）88 万股，徐工机
械（000425）80万股，复旦复华
（600624）42 万 股 ，五 粮 液
（000858）3.2 万股。资金余额
5441741.77 元 ，总 净 值
28093181.77 元 ， 盈 利
13946.59%。

周五操作计划：华创阳安、
五粮液、徐工机械、复旦复华、
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持“证”经营，全面“禁甜”。4 月 12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批准“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
准，规定所有电子烟产品必须依照国标
进行生产、销售、运输、进出口等，自2022
年10月1日起实施。

4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烟
草专卖局在进行政策解读时表示，全国统
一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6月15日上线，取得
烟草专卖相关许可证的电子烟相关生产企
业、批发企业和零售市场主体逐步在全国
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上进行交易。

历时多年的电子烟“最强监管”靴子
落地，意味着电子烟将告别“野蛮生长”，
迎来行业加速“洗牌”并迈入健康规范化
发展之路。

全面“禁甜”
有卖家制造缺货涨价焦虑

“我喜欢的味道不卖了，我就不抽
了。”水果味电子烟爱好者小王告诉记者，
原本烟瘾比较小的他要准备戒烟了。今
年3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电子烟管

理办法》，5月1日后，要全面禁售烟草口
味以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
物的电子烟。而此次批准的新国标则进
一步明确，雾化物设计只能是烟草味。

4月14日，记者走访成都春熙路附
近的电子烟专卖店，看到店内货架上水
果、饮料、茶类风味雾化弹仍层出不穷，
更有相关盲盒销售。店员告诉记者：“5
月1日之后，这些水果口味的电子烟就要
下架了，现在买的人很多，普遍是二十几
岁的年轻人。”

对比线下终端店，对电子烟禁“甜”
的消息，社交媒体中的卖家更为敏感，4
月开始，一电子烟卖家就在朋友圈里制
造涨价焦虑，比如“大家在五一前能买尽
量买，别等到五一以后，必然要涨价。”

“囤货吧，目前的情况是国内库存再有
1-2个月将彻底清空，现在所有品牌工
厂产品已经停产了。”等等。

其实电子烟之所以受到年轻人追
捧，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口味和传统卷烟
不同，通过添加香精、烟油等成分，许多
品牌推出了诸如白桃味、西瓜味、柠檬
味、可乐味等多款烟弹，来吸引众多追求
新潮的年轻人。而政策的出台剥掉了电
子烟的“糖衣外壳”，或将劝退一批“果味
爱好”的电子烟消费者。

持证经营
有经销商一年前已经退出

据记者了解，站在强监管的十字路
口，必须“持证上岗”的电子烟必将迎来
重新洗牌阶段。

“电子烟行业就是泡沫，门槛太低，
都以为小投入高回报，所以都往里面挤，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电子烟自身技
术不过关，没有实现问世时的初衷。”一
位做了两年的经销商周先生告诉记者，
他去年已经退出该行业。另一位电子烟
代理商李先生则表示：“全国电子烟品牌
参差不齐，国标政策落地后，能拿到牌照
的应该仅有十几家，整合之后反而竞争
变小了，因为市场规范了。”

有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的1000
多万电子烟人群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抽电子烟被他们视为时尚，曾经的网上
售卖给他们提供了方便，但是电子烟存
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因此真正的危害
性根本说不清楚。”

国标落地
行业迈入标准化发展阶段

电子烟曾经长期游离在灰色地带，
缺乏国家标准，最近两年，针对电子烟行

业管控措施更趋严格，政策发布的密集
度甚至超过了过去10年。

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等部门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
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电子烟市场
专项检查行动方案》《电子烟管理办法》等
行政法规，如今电子烟有了市场准入门
槛，其质量管控也有了国家强制性标准。

4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
烟草专卖局有关人士还表示，政策实施前
设置了到9月30日结束的过渡期。过渡
期内，电子烟生产经营主体需申请有关许
可证及产品技术审评等，对产品进行合规
性设计，完成产品改造，配合各级烟草专卖
行政主管部门有序开展电子烟监管工作。

“政策的出台表明电子烟行业逐渐
进入规范化和严监管的过程，电子烟关
系到健康，同时还可能对年轻一代产生
不良影响，因此规定特许专卖将电子烟
纳入到特种行业中，有利于维护市场秩
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王鹏表示，对于电子烟行业来
说，无论是其商业模式还是盈利能力，政
策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所谓的加盟店
模式可能会难以为继，未来电子烟发展
还要遵循国家监管规定，在监管规定的
范畴之内进行产品创新。

电子烟迎“最强监管”：持证！禁甜！
有卖家制造“涨价焦虑”，也有经销商选择退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骑机车的硬核建筑师

这个川妹子想打造能变形的度假屋

单人单车游历25国的李少英。

骑机车、打泰拳、探世界，李少英是个敢
想敢闯的80后川妹子，曾单人骑着川A牌照
的摩托车驰骋亚欧非三大洲25国，也站上过
职业泰拳的擂台，在经历中不断突破自我。

同时，她还是个果敢的创业者。作为
喜欢追逐风和渴望自由的建筑师，2019年
起，她致力于打造一款像变形金刚一样，
能移动、能变形的黑科技度假屋。

游历25国的建筑师
打造度假屋标准化体系

3年前，李少英还是一名软装设计
师，当发现自己的设计缺乏核心竞争力，
她下定决心在自己熟悉的度假建筑领
域，创造有核心壁垒的产品。2019年，她
关掉设计公司、卖掉房子，转型建筑设计
师并成立成都未来立方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拿出所有积蓄研发产品，希望打造可
移动度假屋这类旅居产品。

2019年，为了给传统度假屋产品赋
予新的生命力，李少英策划了一次穿越
亚欧非三大洲25国的单人机车旅行。
她从中国出发，一路住遍各色酒店，看过
各国设计，领略各国人文。“当我带着问
题和目的去探索世界，这趟旅程也让我
学会发现和思考。”李少英说。骑行归
来，她根据所见所闻，针对行业痛点，优
化度假屋的方案，搭建移动、变形、环保
等方面的标准化体系。

从0到1的产品师
用两年时间磨出标准化产品

一件理想化的事情，等真正实施起
来却是一地鸡毛。为突破从0到1的产
品设计，她始终带着一股韧劲。“那段时
间，我感觉自己像是搞科研的技术人员，

每天都在埋头研究。过程中我不断和自
己对话，给自己加油打气。”李少英说。

整个研发期间，李少英都不急于盈
利，而是先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因为
比预期时间长得多，过程很煎熬。但尽
管如此，当第一代产品做出来达不到理
想的效果，我还是决定推翻方案重新
做。”李少英回忆。在团队的通力合作
下，前后历经两年时间，最终方案终于出
炉，产品走向量产。

量产过程，也与李少英想象中不一
样。“一开始我只打算做设计研发，想着
生产交给代工厂就好。”但李少英很快发
现，实际中很难有工厂能满足她的高要
求。她又创立了成都悠所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从事度假屋的标准化生产、装配化
施工、一体化装修。

过程中，团队也在科技创新上收获
了多项国家专利。李少英透露，公司正
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助力“中国制造”
走向“中国创造”。

公司模式的规划者
促成三位一体全产业链模式

黑科技度假屋面市后，很快赢得了

市场的认可。2020年11月，黑科技度假
屋第二代产品首发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丹景台景区，为该景区的深度体验提
供有想象力的选择。李少英透露，她通过
摩旅经历酝酿出的度假屋产品也获得了
头部文旅集团及豪华摩托车品牌的青睐，
由此打造的摩旅酒店项目即将落地云南
腾冲，并由悠所担任项目的运营管理。自
此，李少英建立起了公司“设计+产品+运
营”三位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

回顾创业过程，李少英感慨是“打掉
牙齿和血吞”。但令她欣慰的是，一路上
遇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陪自己“杀出
血路”，遇到难题时从不退缩。李少英讲
述，合伙人赖睿智在妻子生育时只请了
半天假，如今项目启动后没时间理发，头
发留得比女孩子还长；团队中65岁的机
械自动化专家彭征宇，不光要做技术研
发，还跟小伙子似的坚守一线，每天在工
地上跑上跑下，做完项目开玩笑说自己
至少老了十岁……

“我想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
了，这是我们一群人的梦想。未来我们
会继续努力，争取把黑科技度假屋放进
全球最美的风景里。”李少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