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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石 柱
镇 塘 花 村 田 头 ，
村民张仁军正挥
着 锄 头 挖 芋 ，面
对眼前一堆刚出
土 的 毛 芋 ，他 怎
么 也 高 兴 不 起
来：“难卖啊！今
年收购价不及去
年 的 一 半 ，算 是
白种了。”

我市毛芋亩产收购价“双降”
多雨台风导致减产降质出现销售难

□记者 田妙联

现象：收益比往年减半
张仁军今年种了 23 亩毛芋，

预计有 4.5 万公斤产量，但毛芋

的收购价特别低，不到 2 元一公

斤，还没人要。他说：“以前我家

产量大，收购商总担心我卖给别

人，今年反过来，我得去求他们

收购，家里到现在还有四五万斤

没卖出去。”

“午饭菜生芋，夜饭芋菜生。

虽然很好吃，但也吃乖乖（害怕的

意思）。”22 日，记者在石柱镇毛芋

之乡新店村一圈走访下来，许多村

民说起毛芋，几乎都是这样的声

音，“今年价格低，芋民又遭殃了。”

64岁的村民李昌齐种植了10

多亩毛芋，亩产约1500公斤，按现

在的行情，根本赚不了钱。他给

记者算了笔账，他买来的芋子要 4

元一公斤，一亩田需要300公斤芋

子，加上肥料、杀虫剂、人工、田

租 ，一 亩 地 至 少 需 要 2800 元 成

本。若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收益

至少比往年减少 50%，没钱赚不

说，大半年辛苦下来，还要亏本。

一些芋农还遭遇减产。石柱

镇峰箬村村民陈魏士说：“今年毛

芋不仅价格低，亩产也较去年下

跌近一半。去年，我家亩产曾达

到 2000 公斤，但今年只有 1000

多公斤。”为减少损失，陈魏士今

年提前开挖毛芋，没想到开收价

就比去年低。

“去年毛芋收购价高，每公斤

5.2 元，但今年开收价仅 3.2 元，随

后一路下滑，现在只要 1.6 元了。”

收购商陈连法说，收进来的毛芋

都让杭州的儿子出售，前一两个

月一天能收一两万公斤，但现在

收少了，因为受外地毛芋冲击，销

得不好。

原因：雨多病重需求少
记者从市经济特产站了解

到，今年全市毛芋种植面积约 2.2

万亩，新增 3000 亩，亩产、价格遭

遇双降。

经济特产站技术人员王健康

分析认为，造成今年毛芋“双降”

的原因很多，可谓内忧外患连连。

内忧是疫病破坏，导致减产

降质。“今年雨水多，特别是 7 月出

梅后又连遭台风袭击，导致疫情

比往年严重，芋叶提前枯死，导致

光合作用减少，直接影响毛芋产

量，亩产普降 20%，甚至 50%。”王

健康说。

除此，今年烂皮芋现象加重

也让芋农焦头烂额。“今年出现的

烂芋皮应是病菌引起的，会让毛

芋坑坑洼洼，果形、品质受到双重

影响。”让王健康担心的是，由于

多年种植单一品种，芋农如不把

烂芋及时拿掉，来年发病概率更

高，病情更严重。

目前，蔬菜办已将病菌送往

省农业科学院会诊，希望得到解

决方法。

外患是各地芋农见去年毛芋

价格高，盲目扩种，并一窝蜂抢早

上市，加之蔬菜品类全、市场需求

量萎缩，价格随之下降。

“近些年江西、福建、安徽、

东 阳 、磐 安 等 地 引 进 毛 芋 新 品

种，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毛芋供

大于求，有的每公斤收购价甚至

低于 1.2 元，从而整体拉低我市

毛芋收购价。”经济特产站技术

人员施长安说。

□记者 田妙联

“冬至进补”，气温渐降，养生

的消费者开始惦记起保健滋补

品。不过，与往年相比，今年滋补

品消费市场呈现出很明显的趋势：

平价散装滋补品市场升温，市民倾

向自消费。

21 日，记者走访发现，各大药

店都已将铁皮枫斗、西洋参等各种

滋补品摆在显眼位置。在紫微路

上一家药店内，市民李春华挑选了

一棵别直参称重。

“快入冬了，买根参补补。”李

春华说，她是买来自己吃的，东西

好就行，包装无所谓。

“现在都是家庭消费，自己吃

或送父母的为主，买来送客户的并

不多。”药店导购员说，受“三公消

费”等政策影响，近年来，礼品市场

萎缩，超过2000元的单子极少，特

别是礼盒装产品明显遇冷。

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深挖消费

潜力，药店不断调整产品。近两

年，老百姓大药房与知名厂家同仁

堂等合作推出东阿阿胶，并提供代

加工服务后，销量直线上升。

“原先阿胶一年只卖一两百

盒，但现在能卖四五百盒。”老百姓

大药房总经理施舜杨介绍，自用讲

求高性价比，特别是对原料优劣选

择很关键，所以自购药材加工，更

能赢得市民青睐。

上周，永康淘首场“养生节”

携手“西御堂”一级供货商在报社

一楼大厅打造了一场虫草盛宴，

多种规格优质虫草，由于产地直

供，性价比高，也吸引了一大批市

民选购。

记者了解到，在“养生节”上销

售的是今年新采玉树头草，每克售

价 89 元，而高海拔千头大草每克

售价339元，可谓实惠到家。

“我们也没想到，两天的销售

额就达18万元，近七成购买者是自

消费者。”永康淘掌柜胡彬介绍，精

选优质产地，采用直销模式，是消

费者竞相购买的主因。

据悉，永康淘“养生节”第二场

将于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期间，

推出海参、鲜人参、铁皮石斛专场，

回馈淘友。市民还可登陆永康生

活网 PC 端永康淘页面线上购买，

包邮到家。

□记者 田妙联

朋友来家里聚会，请个大厨上门炒几道色

香味俱佳的菜，是不是倍感有面子？在各大餐

馆推出外卖服务拼腿力之际，餐饮圈又进入了

后外卖时代，私厨 O2O日益兴起，只需动动手

指，大厨就上你家做菜，你约吗？

厨师上门成新宠
“上门厨师手脚特麻利，烧的菜也很好吃，

临走前还把厨房打扫干净了。”上个星期，市民

陈春芳在杭州的家里体验了一把互联网厨师

上门服务后，赞不绝口。

因为要请朋友来家里吃饭，陈春芳通过

“好厨房”APP 平台，订了六菜一汤的菜谱，有

红烧带鱼、椒盐基围虾、土鸡煲等。不计食材

成本费，请大厨上门服务的套餐价是 139 元，

她用支付宝付了款。

“好厨师”上门前，还事先电话提醒陈春芳

备好调料。上午 8 点下的单，10 点多，厨师就

来敲门了。进门前，厨师换好了印有二维码的

厨师服、厨师帽，随后忙着洗、切、煮，1 个多小

时后，六菜一汤就齐了。

“请大厨上门烧菜，不仅能满足私人订制，

菜式摆出来，还很有高档餐厅范儿。”陈春芳

说，食材自购，更能保证新鲜有机。

订单超50票月薪过万
这一新模式吸引了我市不少厨师的兴

趣。“目前我市普通厨师月薪在 4000 元-5000

元，加入私厨平台后，薪水将有望提高。”城区

一家中餐馆厨师楼师傅介绍。

据“好厨师”客服人员介绍，厨师入驻平台

前需接受考核，合格后，厨师需支付 500 元厨

具押金。厨师工资从订单中抽成，如四菜一汤

套餐价是 99 元，厨师收取 79 元，平台分得 20

元。此外，平台还会根据订单量多少补贴厨师

一定的奖金，基本上月订单如有 50 个，厨师月

薪将达到1万元。

“在同样薪水下，做私厨看起来要比在餐

厅打工更自由，也没那多么活。”楼师傅认为上

门服务是个不错的新厨师创业方向。

除了私厨上门外，一些城市还推出了火锅

上门服务，私厨市场近年来日益红火。

菜品差异化深挖市场
有餐饮人士认为，私厨模式或将改变传统

餐饮模式。目前，传统餐厅经营成本高，须支

付店租、装修、人工成本等费用；就餐时间聚

集，停车不方便，私厨能解决以上痛点。

对此，贝悦家餐厅负责人施晓俊认为，

O2O 私厨从餐厅搬到家里，虽然能解决餐饮

业一些痛点，但需要考虑时效和差异化问题。

餐厅通常一天只有两个饭点，且用餐高峰期在

18时-20时。上门服务的私厨需独立完成买、

洗、切、煮食材整个流程，通常要 2 个小时，每

天最多承接 2户-3户客人订单。在意外状况

里，时间成本更难控制。

事实上，上门烧菜服务在我市早就有了。

新友酒楼就是其一，只不过走的是团餐路线，

需要3桌起，才能私人订制。

“不管是私厨平台还是餐厅，核心竞争力

还是厨艺。”新友酒楼负责人方竞男说，私厨平

台之所以火是因为食材可自购、菜式可私人订

制。从现有平台上看，私厨服务费加上食材费

所需费用基本和餐厅持平，价格上并无优势，

在此情况下，如果私厨烧的仍是家常菜，用户

体验感容易变差，因此，私厨要想拿到更多订

单，还需从菜品差异化上做文章。

顾客微信下单
厨师上门做菜

优产直销虫草受热捧 两天售出18万元

滋补品市场升温 市民倾向自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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