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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农产品品牌成长迅速，“夏妈”“福大叔”
等名头在线上线下打响，带着特色农产品笑迎全国客，让各
种炒货、面点等成为“网红”。

□记者 吕高攀

本报讯 23 日，阿林瓜子店的掌

柜楼徐彬将一件发往江苏的炒货包

裹打包完毕，并将印有“小楼食记”品

牌标签的发货单仔细地贴在包裹上。

“以前大家都随着门口的招牌叫

‘阿林’，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唤我

为‘小楼’。”今年，经营了十多年炒货

生意的父子店有了新的传承，父亲楼

文林将“阿林”招牌打响之后，儿子楼

徐彬刚刚注册的农产品品牌“小楼食

记”开始入驻消费者的心坎。

招牌与品牌虽仅一字之差，楼徐

彬却有自己的理解，他希望把自家招

牌独有的特性转换成消费者对自家

招牌的深度认知，并形成溢价和增值

的无形资产。楼徐彬觉得，现在全国

70%左右的瓜子深加工都在金华市，

然而许多厂家却无法形成有效的品

牌价值，这是一个遗憾。

与“小楼食记”一样，今年我市

农产品品牌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快速

成长起来，负责品牌注册的市金海

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应永胜

非常关注我市农产品品牌的成长，

自 2009 年该公司开始帮助农户注

册农产品品牌以来，先后已出炉 100

多个自主品牌，仅今年就注册了 34

个品牌。

应永胜介绍，我市农产品资源丰

富，许多农户经营得有声有色，今年

开始，大家似乎一下子开始更加关注

品牌效应，纷纷为自家的农产品贴上

标签，比如卡通猪形象的两头乌、“福

大叔”名头的蜂蜜等。

今年 4 月 8 日注册“夏妈”品牌

的应英杰同样深有感触，在他看来，

品牌的认知度对食品加工行业显然

更加重要，品牌代表着消费者对加工

企业原料和生产工艺的认可。

一个月前，应英杰将“夏妈”应

用于微商营销，用菠菜、南瓜等新鲜

蔬菜榨汁和面的特色工艺一下子吸

引了许多消费者的关注。“刚刚就为

新疆的一位客户快递了 2kg 绿色小

馒头和五大包粽子，他还帮忙把我

们的产品信息转发在微信朋友圈。”

应英杰说。

应英杰希望以后“夏妈”品牌能

够承载更多绿色食品的概念，楼徐彬

也将自己对农产品质量的理念寄托

于“小楼食记”⋯⋯我市农产品的品

牌之路越走越宽。

特色农产品贴上品牌标签成网红

“夏妈”“福大叔”线上线下笑迎全国客

□记者 应柳依

秋茧收购价止跌回升
“今年我市的蚕桑生产呈现新特

点，蚕茧收购价从夏茧起开始回升，

但整体蚕种饲养量、产茧量却呈下降

趋势。”市经济特产站副站长黄世荣

介绍，数据显示，今年全市饲养蚕种

共计 726.25 张，同比减产 177.5 张，

降幅达19.66%；产茧32.6吨，同比减

产8.6吨，降幅达27.82%。

据舟山镇蚕茧收购站负责人统

计，今年中、晚秋茧每公斤收购价分

别为 41.35 元、46-48 元，同比提高

11元、13元，比前三年平均价分别提

高 4.55 元、6 元，一举扭转了前几年

的低迷局面，止跌回升。

对于这波涨价潮，业内人士分

析，主要原因一是“东桑西移”，广西

成为种桑养蚕的主产区，以杭州、嘉

兴、湖州为首的江浙东部地区的种桑

面积日渐缩小，导致原材料变得稀

缺；其二，养殖劳动强度大，人力成本

见涨导致价格跟涨；其三，国际行情

走势良好，借“一带一路”政策扶持以

及 G20 峰会的热度逐步打开市场；

其四，蚕丝制品吸湿、保暖、透气又轻

便，现已日渐成为寻常百姓的需求。

蚕丝被售价稳定
蚕茧作为蚕丝被制作的主要原

材料，价格一路攀升给蚕丝被生产商

带来了不小的成本把控压力。

市土特产公司与联农蚕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马朝中表示：“秋茧近

20%的涨幅高居近 20 年内秋季价格

前三甲，因为原料上涨，蚕丝被每公

斤就要多出约40元的成本。”

对于蚕茧价格炒起来的“秋冬一

把火”，马朝东有着自己的理解：“今

年降雨较多，蚕爱吃新鲜却不掺雨水

的桑叶，过多的水分反而不利于蚕的

生长、吐丝，产量有所缩减。”

猛涨的价格使马朝中略显无奈，

不过，他表示，时下已进入蚕丝被黄

金销售期，该公司线下主销本地及周

边县市，远至深圳、珠海等，线上则网

店、微店同步销售。为逐步扩大市场

份额，该公司还会严把管控和品质

关口，内部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做

任何提价。

彩茧上市供不应求
常规蚕茧品种虽产量有所下降，

但市农林局经济特产站新培育的彩

色茧品种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缺。今

年，该站参与选育的家蚕彩色茧新品

种“金秋×初日”迎来省专家考察审

查，如通过审定，将是国内第一个通

过审定的彩色茧品种。

据悉，“金秋×初日”是由浙江大

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陈玉银为首的

团队研发的家蚕彩色茧新品种，通过

多次杂交、基因导入、回复、选育等过

程培育而成，所产的蚕茧及蚕丝显示

出天然高贵的金黄色。

该品种从2006年起经连续多年

饲养，表现出易养、高产、优质、抗逆

性强等优点，深受蚕农和蚕茧经营单

位的欢迎，目前，经济特产站已完成

6 种颜色彩色茧品种的培育。市联

农蚕桑专业合作社将其制成高档蚕

丝被，命名为“黄金富贵”，每公斤销

售价格 1000-1200 元，在市场上供

不应求。

而为推进蚕桑产业应用性技术

集成和示范应用推广，加快蚕桑产业

转型升级，日前，省农业厅在 12 个县

（市）建立蚕桑产业技术示范基地，我

市被列为省蚕桑产业技术团队项目

示范基地县（市）。

涨幅高居近20年前三甲，“黄金富贵”供不应求

蚕茧量减价升点燃“秋冬一把火”
时下，我市

晚秋茧的采收
已 全 部 结 束 。
蚕茧收购价在
滞涨了几年后，
今夏开始缓步
回升，直至秋冬
越发红火，让蚕
农重拾栽桑养
蚕的信心。

蚕丝被现场制作蚕丝被现场制作。。

□记者 应柳依

本报讯 往年大棚草莓春节期间才

是采摘旺季，今年因前期温度较高，加

上种植技术的改善，我市大棚草莓成熟

期提前了近半个月，预计春节前将大量

上市。

日前，在芝英镇柿后村，种植户万

泽洪正在大棚里仔细挑拣成熟的草莓：

“10 来天前，已有少量草莓红透，陆续上

市。初冬温度高，加上现在栽植技术有

所提高，种植时间普遍提前，使今年草

莓成熟期比往年早了十多天。”

万泽洪来自“草莓之乡”建德市，来

永务农已有十多年，栽种了近10亩的大

棚草莓基地。他说，时下，我市第一批

草莓已上市，数量不多，每公斤售价八

九十元。这么高的价格有市场吗？

“价格不算高，往年刚上市时每公

斤售价100元至120元。”草莓种植户余

敏说，“我市草莓种植基地较多，仅东永

一线、二线附近便有超 100 家。激烈竞

争导致价格下跌，而且外来务工者逐年

减少，也影响了销量。”

万泽洪介绍，根据成熟时间不同，大

棚草莓大批量上市后，露天草莓也紧跟

而上，采摘期将持续到来年 5 月。目前

基地以散客消费为主，等草莓量产时，也

有一些长期合作的个体经销商会订货到

市场上销售。尤其在春节前后，许多“回

头客”会来现场采摘游，有时没进市场就

已销售一空。市民如果要进园采摘，需

要再过一两个月。

本地草莓提前上市
进园采摘还需一个多月

华联商厦20岁了
25日至27日出生顾客
可免费领50元“红包”

□记者 田妙联

本报讯 25 日，华联商厦迎来 20 岁

诞辰，一个长 3m、重 50 多 kg 的巨型生

日蛋糕出现在商场一楼，吸引数百名顾

客分享。

从 1996 年在澎湃的改革大潮中绽

放开始，20 年来，华联商厦风雨兼程，一

路高歌猛进。1997 年，加盟杭州解百，

借梯登高；2000 年，投巨资启动扩建工

程，营业面积扩为 11600㎡；2002 年，获

金华市、浙江省“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

示范商店”称号；2009年，纳税额首次超

千万。如今，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

下，华联商厦顺应市场趋势加速转型，

开通微信公众号，聚焦导流和销售转

换，实现线下商场、超市的网上呈现。

可以说，华联商厦不仅是市民心中的一

个传统老字号，也是永康江畔的地标性

建筑，更是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

为回馈广大顾客，华联商厦准备了

百万庆典“红包”与市民共贺 20 华诞。

25 日-27 日期间，服饰类满 500 元再送

60 元的现金券；凡在华联商厦、华联丽

州超市购物满 288 元即可参加抽奖活

动，特等奖现金 3000 元；超市满 100 元

就送鸡蛋4枚，多买多赠。

另外，11月25日-27日出生的顾客

可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在活动期间来华

联商厦总服务台领取价值 50 元超市抵

金券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