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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三新”经济 激发市场活力P

“这个多肉好养活吗？”市民小胡

站在多肉摊前饶有兴致地问道。“很好

养活，少浇水，多晒太阳就好了。”多肉

摊主章建仁第一时间作出解释。只见

小胡逛了会儿，和章建仁又交流几句，

便离开了。

“来问的人很多，交流种植经验

的人也很多，但真正买的却很少。”章

建仁说，这一现象每天重复几十次。

今年是章建仁和妻子经营多肉摊的

第 6 个年头，从一开始的销售火爆，到

近两年的热度下降，夫妻俩直呼生意

难做。

最初多肉大多从韩国进口，现在

主要是国内自主培育，价格一直在降，

顾客的购买欲也逐渐降低。

“ 现在顾客选购的，都是像‘ 紫

乐’‘淡雪’‘陇月’等这些较好养活

的 品 种 。 一 单 价 格 在 50 元 至 150

元。选购最多的还是‘紫乐’，因为

它最好养活。”章建仁一边说，一边

和前来咨询的市民交流多肉种植经

验。

“如果是往年，这么大一盆‘紫乐’

我们售价在 100 元到 180 元不等，现

在都降到百元以下了，价格浮动不是

一般的大。”章建仁说，如果是近两年

刚开始售卖多肉的商家，已基本赚不

到钱。

“好在我们卖的时间比较久，售

后这块做得好，老顾客多，还有不少

老顾客带来新顾客，销售较好。我们

每卖出一盆多肉，都会添加顾客微

信，方便线上解答疑问。”章建仁向记

者展示了微信上顾客们发来的视频、

照片（见右图）。如果顾客询问，他都

会第一时间解答。

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亲子购买量增多 盆栽消费年轻化

家庭园艺带来苗木市场的“春天”
入春以来，随着气温回升，不少市民走进苗木市场，感受春天的气息，选购心仪

的苗木。3月13日，记者走访农贸市场发现，市场上常规果苗虽颇受欢迎，但价格普
遍走低，“90后”成为果盆购买主力军。前几年走俏的多肉如今热度大减，价格下滑
明显。对不少喜欢家庭园艺的市民来说，现在正是“捡漏”的好时机。

果树苗颇受欢迎 价格有所下降
“老板，这个黄桃树苗结的果甜

吗？可不可以做罐头？”市民老陈指着

一株黄桃树苗问道。“很甜，但不能做

罐头。我们家黄桃树苗品种来自八字

墙，是我自己培育的，8 元一株。”摊主

陈正良热情地回应。

“桃类树苗算是很容易成活的果

树。上次集市，我已经买过他们家的

油桃树苗，这次来，想着再买几株不同

品种的桃类树苗。等果树长大，结出

的果实给我的孙子孙女吃。”老陈说着

挑选了一株黄桃树苗和一株水蜜桃树

苗，只见陈正良拿出绳子熟练地捆好

树苗，修剪好枝叶后套上塑料袋递给

陈春林，交代种植注意事项。“在顾客

买完树苗后，我们都会给他们修剪好

枝叶，让他们带回家就可以直接种

植。”陈正良说。

在陈正良的摊位前，时不时会有

市民路过询问果树苗价格（见右图）。

“目前，前来询问黄桃、水蜜桃、油桃树

苗的人最多。因为现在也是种桃最好

的季节。”陈正良介绍，每年 10 月到次

年 4 月是果树的最佳种植期，选择在

这个时间段种植存活率高。

“尽管果树苗颇受欢迎，但价格有

所下降。如去年售价 10 元的黄桃树

苗，今年为 8 元，顾客购买量大的话，

单株价格甚至低至 5 元。”陈正良告

诉记者，现在批发购买果树苗的顾客

减少，以零售居多，碰上集市，一天最

多 销 量 上 百 株 ，但 收 益 同 比 下 降

2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果树苗

木依然是吃香货，除了黄桃类树苗，杨

梅树苗也深受我市市民喜欢。“我家人

喜欢吃杨梅，去年买了‘荸荠’，今年再

买点新品种试试。没想到价格和去年

差不多。”市民小夏挑了两株杨梅树苗

就爽快买单了。

“之前‘荸荠’品种的杨梅较为常

见，现在‘早佳’和‘健利’两个新品种

口感也很好。”杨梅树苗摊主舒苏央介

绍。今年，“荸荠”品种杨梅树苗每株

售价在10元—20元，“早佳”和“健利”

品种杨梅树苗每株售价为 25 元—30

元。新品种杨梅树苗虽紧俏，但是价

格与往年持平，并未上涨。

果盆种植乐趣多 消费主力年轻化
“老板，你们这里有盆栽蓝莓吗？”

一对“95后”年轻情侣打断了陈正良的

介绍。“有，小的10元一盆，大的20元、

30 元都有。”很快，小徐挑选了一盆蓝

莓，买了单。

“我女朋友平时就很喜欢种植一

些花花草草。水果盆栽种植简单，每

天浇浇水，从水果籽到结成果实，在家

也能体验采摘乐趣，我们很享受这个

过程。”小徐说。

“近年来，水果盆栽销售量有所增

加，摆在家里不占位置。特别像蓝莓、

金桔这些，来购买的年轻人很多，尽管

盆栽水果的口感不是很好，还是因种

植新奇，‘90 后’群体十分享受种植的

乐趣。”陈正良说。

“ 叔叔，哪些树比较容易打理？

方便在家里种植的？”“小朋友，来看

看这种金桔盆栽，种植步骤简单，很

多像你这样的小朋友都选了这种，

可以试试哦。”在陈正良介绍下，小

学生小程在妈妈陪同下，以 20 元一

盆的价格买了一盆金桔盆栽带回了

家。

据悉，因水果盆栽价格适中，小

学 生 也 成 为 促 使 水 果 盆 栽 销 量 上

涨 的 主 力 军 。 随 着 植 物 种 植 出 现

在小学生的家庭作业中，越来越多

的 小 学 生 会 选 择 种 植 管 理 容 易 的

水果盆栽，并在父母陪同下前来购

买。

当天正值周末，陈正良共卖出水

果盆栽约 70 盆。“周末集市人多，收益

比平时多一倍。如果集市日赶不上周

末，我一天最多只能卖出 30 盆。”陈正

良笑着说。

走俏多肉热度直降 销售量较好全靠售后

气温急剧回升
草莓价格下降三成

“最近草莓价格‘平易近人’，市民

前往果园采摘，价格更便宜了。终于实

现草莓自由，我们一口气摘了 2.5 公

斤。”3 月 12 日，市民小李发朋友圈感

慨。

草莓清甜多汁，一直是大受市民喜

爱的水果之一。草莓种植户董仙妹介

绍，眼下，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本地草

莓大量上市，价格环比下降 30%左右，

比年前便宜了很多。

草莓旺季价格有所回落
“ 我 们 都 喜 欢 吃 草 莓 ，酸 酸 甜 甜

的。现在草莓价格也划算，趁着周末，

和小伙伴们过来摘草莓，我们觉得很

有趣。小应，快看那里草莓个头大，我

们去那边摘。”在董家草莓园大棚，小

李和朋友们正享受着采摘草莓的乐

趣。

“我种植的草莓品种叫‘红颜’，口

感酸酸甜甜，颜色偏深红，很受年轻

人喜爱。”董仙妹介绍，顾客进大棚采摘

价格从3月初的每公斤70元，降至现在

的每公斤 50 多元，每天都吸引不少市

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第一茬草莓产量少、价格高，眼下

是第二茬草莓上市，正是吃草莓性价比

最高的时节，口感不错，价格较年前有所

回落。这个时间段的草莓成熟周期缩

短，一般一个星期就能采摘，而且植株越

长越大，产量明显增加。”董仙妹说。

记者了解到，现在的草莓价格大果

从原来的每公斤 60 元降至 45 元左右，

中果从原来的每公斤55元降至36元左

右，小果从原来的每公斤 40 元降至 30

元左右。“总体看来，草莓价格下降了

30%左右。”董仙妹说。

价格产量和天气息息相关
草莓价格为何大幅下降？“草莓既

怕高温，又怕高湿，价格产量和天气息

息相关。”拥有 14 年种植经验的董仙妹

解释道。

“受天气影响，去年种植的第一茬

草莓苗死了很多，导致产量降低。”去年

9 月初，董仙妹第一批种植了将近 6 亩

的草莓苗，但没想到在9月下旬至10月

中旬，气温过高，导致该批种草莓苗大

批量死亡，存活率只有 50%左右。因天

气影响，草莓产量低，上市时间推迟，所

以年前的第一茬草莓成了稀罕品，价格

居高不下。

“其实到了4月中旬，还会有第三茬

草莓。但随着天气渐热，草莓甜度就会

降低，酸度会上升，到时价格下降更明

显。”董仙妹告诉记者。

“虽然今年草莓价格下降时间比去

年晚，但前来购买草莓的顾客依旧很

多。很多顾客都是打电话预定我的草

莓。”董仙妹说，因为她家种植草莓一直

都是用农家肥，所以种出的草莓口感、

甜度都很好。

目前，我市市面上卖的草莓基本都

是“红颜”这一品种。纵观整个草莓市

场，预计今年草莓和往年一样，到5月中

旬下市，并不会推迟。

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董仙妹为草莓拔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