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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是国

际母亲节。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

节目，契合了中国人传统孝道需

求，更成为商家各显奇招的特殊时

刻。13 日，记者走上永城街头，对

母亲节消费情况进行了探访。

鲜花市场杀出“黑马”
上午10点，记者来到紫微中路

某花店门口，正巧赶上一位年轻人

入店选购。不到 5 分钟，他就迅速

拿起一捧价值百元的混色康乃馨

结账。年轻人自称姓吴，他的妈妈

今年55岁。每年母亲节，不管工作

再忙，他都会抽点时间到花店亲自

订一束最新鲜的花束送给母亲。

“老人爱花，去年送了一束玫瑰，她

心里还是欢喜得很，却嫌太贵，这

次选择平价一点的康乃馨，相信她

一定会喜欢。”吴先生笑着说。

花店老板张女士介绍，近些年

来选择在母亲节送花的人越来越

多，数量不亚于情人节。一般来

说，母亲节的主打花种是康乃馨、

百合等，从当下情况看，销量十分

喜人，其中，绿色康乃馨是今年杀

出的一匹“黑马”，深受顾客喜爱。

“送花的对象多为中老年女性，

送礼不分贵贱，比起那些颜色鲜艳

的，她们更喜欢柔和清新的花色。

绿色康乃馨不仅耐看，而且别致，所

以卖得特别好。”张女士说出了自己

的理解，她表示，除了实体店外，还

有更多无法回家与母亲团聚的顾客

选择电话预定，当天送达，给母亲一

个惊喜。

线上平台趁机抢市
除了电话预定能缩短距离带

来的隔阂外，还有网络销售更能为

母亲献上自己的贴心好礼。当日，

天猫、微信等各大网络平台的商户

为迎母亲节，纷纷推出了不同活动

来吸引消费者的购买欲。

据了解，确实也有不少人选择

线上购买，尤其是 80 后的年轻人。

今年 24 岁的王慧丽在总部中心一

家公司上班，昨天，她在微信朋友

圈里看到有珠宝微商正在推荐母

亲节礼物，精美的照片配上一条感

人的语录，加之购买产品还可获赠

一束母亲节专供的康乃馨。大致

了解完产品后，王慧丽爽快地给母

亲和婆婆各购买了一串 K 金项链，

共花了2000余元。

“以前母亲节也没给两位母亲

买过啥礼物，现在自己也做了妈

妈，真心觉得两位老人辛苦了。今

年送点漂亮的首饰，也让她们赶个

‘黄昏’潮。”和王慧丽有一样想法

的人不占少数，市民越来越舍得给

母亲花“孝心钱”，这也使得母亲节

日趋有了时尚大节的风范。

家禽养殖业风云变迁面临大洗牌

永康灰鹅能够重返百姓餐桌吗
线上线下联袂
捧热亲情经济

绿色康乃馨受宠
朋友圈金饰抢手

日前，“浙江省禽类十大名品”评比结束，市花果山种养基地的“天上飞”牌永康灰鹅以
其肉质脆嫩、口味鲜美的特点成功入选。据悉，这并不是永康灰鹅首次获此殊荣，然而，在
又一次的喜悦背后，却似乎夹杂着更多令人百味杂陈的故事。

永康灰鹅，属肉用鹅，主要分布于永康江及支流水系两岸，是唯一冠以“永康”并入选
《中国优良地方畜禽品种名录》的优良地方品种。上世纪80年代，永康灰鹅养殖业兴旺，最
多时饲养量曾达 85 万羽。可是近年来，永康灰鹅大面积减产，最少时饲养量不足千羽，已
处于濒危状态。是什么原因，导致辉煌一时的永康灰鹅陷入僵局呢？

说起永康灰鹅，可能大多数年轻

人并不知晓它的历史，但多少还会在

逢年过节供奉祖宗、婚嫁酬宾等重大

节日的餐桌上见到它。很难想像，如

今这鲜少出现在平素菜单里的中高

端禽类，在数十年前竟还是本地畜牧

业中最值得骄傲的品种之一。

不妨随着历史的车轮来回顾下它

昔日的风采。1978年，永康灰鹅远销

广州和港澳等地，带动一轮灰鹅养殖

热潮。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养殖，在乡

村小道、田野小溪边随处可见灰鹅。

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江径伟介

绍，那时候，永康有一家灰鹅联合加

工厂，专门对灰鹅进行深加工，产品

不仅销往温州、上海等地，还远销国

外，一度成为该市出口最多的农副产

品，一时间永康灰鹅风光无限，武义、

东阳、缙云等县市纷纷引种养殖。

这股养殖热潮除了“一把火”式

捧热永康灰鹅外，还蔓延到源于法国

的一种名叫朗德鹅的灰鹅，因其生长

周期短、体形特大、脖子长，充分弥补

了永康灰鹅不利填食的生理劣势，经

济效益很高，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后

期开始，不少养殖永康灰鹅的农户纷

纷转而改养朗德鹅。

“永康灰鹅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一笔财富，如何防止优质地方畜禽品

种濒临灭绝，是畜牧兽医局及相关部

门的重点工作之一。”江径伟介绍，早

在几年前,我市就曾在花街镇连枝村

投资建立了一个灰鹅保种场，对灰鹅

进行选育提纯。2009年，在浙江省农

业厅、财政厅等相关部门支持下，我

市启动了灰鹅种子种苗工程项目建

设计划。

说到保育成果，市花果山种养基

地即是一个典型。据胡康辉介绍，到

目前为止，其饲养基地占地面积 400

多亩，共有永康灰鹅种鹅近 3000 羽，

其中公母各占一半，每年可为市场提

供苗鹅4万余羽，缙云、龙游等地的养

殖户纷纷慕名前来购买引种。此外，

他还在基地种植黑麦草等优质牧草，

形成了种草养鹅、农牧结合的生态农

业循环生产模式。

这一边胡康辉选择扩大规模提

高养殖技术，另一边姚福长辗转多年

踏上了变通转型之路。“其实鹅本身

的市场价值并没有降低，目前，鹅肥

肝的市场批发价仍高达 260 元 1 公

斤，多数输往大城市的高端宾馆、酒

店，经济效益尚可。”市高歌食品有限

公司选择在 2014 年另辟蹊径，把养

殖基地挪到了安徽霍邱，降低了不少

生产成本，目前产销十分稳定。

如今，在胡康辉、姚福长看来，虽

然他们尽力选择突围，但是家禽行业

内正面临着一次大洗牌，灰鹅想要

“飞”得更高、更远，重回百姓餐桌上

成为稀松平常的菜品，无疑仍需要不

断有新鲜“血液”的注入。

本地鹅类养殖曾异军突起

“那几年，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

高,加之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鹅肥

肝的市场行情逐渐走俏，而朗德鹅明

显在养殖效益上优于本地灰鹅，产量

大，更适合鹅肥肝的供应。最红火的

时候，我们养殖了十几万羽朗德鹅仍

供不应求，可如今⋯⋯”作为当时全

国最大鲜肝销售企业、浙江省内最大

的鹅肥肝加工基地，市高歌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姚福长说起往事，忍不住

一再叹息。

都说消费逐年升级，可为何这些

中高端的鹅类却在市场上越发“吃不

开”了？其实，鹅类养殖由盛转衰，还

得从多方面说起。

近年来，永康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五金工业逐年兴旺，经商办厂的

人越来越多。考虑到养殖灰鹅风险

大又辛苦，经济效益也不太高，即便

是打工，一天也能赚百来元，很多农

户都放弃了又脏又累的灰鹅养殖。

同时，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灰鹅

养殖遇到难题。

另外，禽类推行杀白上市也引

起大众对鹅肉品质的误解。“杀白后保

存时间有限，多数人认为杀白会影响

口感和营养，其实不然，杀白上市的冷

鲜禽类口感并不比现杀的活禽差。”市

花果山种养基地养殖户胡康辉说。尽

管如此，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永康灰

鹅产业遭遇滑铁卢。市畜牧兽医局

2006年底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市公鹅

只剩30多羽，母鹅200多羽。

多种因素导致数量逐年递减

重压之下需另辟蹊径稳定市场

花果山种养基地内的灰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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