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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秦胜南秋天正是品蟹时，今年
大闸蟹成熟较晚，眼下的时节才开始形成一
轮消费小高峰。

从多位蟹农、销售商家了解到，大闸蟹
近期销量上升，与“不少食客希望等蟹成熟
之后再提货”有一定关系。中等规格以上
大闸蟹更受青睐，公蟹和母蟹成熟度越来
越高，10月中下旬迎来发货高峰。苏州市
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
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价格较去年同期
有所上浮，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

大闸蟹迎消费小高潮。澄亭阳澄湖大
闸蟹相关负责人陈小东介绍，近期迎来一
波提货高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大闸蟹
销售量总体有约15%的下降。去年这个时
期，高峰时一天发货300多份，今年高峰时
期的发货量不到300份，但整体销售额与往
年相差不大。”

蟹状元新闻发言人王艳婷表示，10
月底至11月，预计以大规格销售为主，比
如公蟹在6两以上、母蟹5两以上会出现
集中提货情况，这一趋势与往年基本一
致。消费者对蟹的消费认知不断成熟，
“从销售和客服渠道看，不少消费者能接
受且熟练掌握了合适的时段选择合适的
规格和品类。”

天气异常以及大闸蟹成熟较晚，其实
也是影响今年销量的一大因素。根据江苏
省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公布的数据，今年阳
澄湖大闸蟹湖区围网养殖与高标准池塘养
殖预计产量共计9400吨，这一数据与往年
相比有所下降。

价格方面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销量的下滑。在走访大闸蟹销售市场后
发现，部分超市销售的大闸蟹出现价格下
降的情况。在北京一家盒马X会员店，据
工作人员称，阳澄湖大闸蟹单只母蟹
（140～160g）较国庆节期间下降约一成，其
他产地的大闸蟹价格也有下降，其中现价
29.9元的单只公蟹（165～185g）之前售价
37元多。永辉超市增光路店的大闸蟹也出
现价格下浮，单只2两多的盘锦大闸蟹售
价是21.9元。

随着销售渠道越来越丰富，人们购蟹
也更加方便，既可以选择菜市场亲手挑
选，也可以在即时零售平台享受30分钟到
家服务，还可以在电商平台选购蟹卡预订
时间提货。不过，大闸蟹消费市场上仍存
在套路与花样，缺斤短两、迟迟不发货等
问题屡有发生，成为消费者投诉热点。蟹
卡蟹券经常被商家标注“666型、1888型”
等，容易使消费者误解其真实价值，也应
注意甄别。

其中，“螃蟹绑大绳”等不规范称重
行为备受关注。就在国庆假期前，福建
省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管局查处2起螃
蟹过度捆绑案，一家商户经营的螃蟹绑
绳重量占螃蟹自重的22%，远超5%的合
理范围。

另据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的第三季度消
费投诉和舆情分析报告，蟹卡蟹券投诉主
要集中于蟹卡高标低售花样多，兑换信息
不明；兑换困难，无法正常使用；品控差，蟹
质量不佳等。

蟹卡提货时压货甚至商家跑路提不
到货的情况也备受诟病。据悉，由于当
时蟹卡卖的价格低，背后往往会涉及“发
货了亏本，只好压货的情况”。对于销售
乱象，市场监管总局今年8月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集中整治商品过度包装、“天价”
月饼和蟹卡蟹券等问题。同时，多地市
场监管部门也加大监管力度，并发布提
醒函等，规范大闸蟹、蟹卡蟹券市场价格
秩序。

大闸蟹迎消费小高峰
销售套路仍需防范

冬储大白菜“兜底”供应

从单一的大白菜，变成上百种“特菜”，这
背后离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特菜”种
植技术的推广。

“那时候，别说吃‘特菜’了，好多菜老百
姓都没见过。”李红岺毕业实习时，骑着三轮
车给京丰宾馆送绿菜花，也就是现在常见的
西兰花。当时正是冬天，为了防冻，绿菜花盖
着被子保温。“门卫一听送绿菜花，没听过更
没见过，就想看看，一打开棉被，他说你们这
菜花都捂绿了、长毛了。”

这件有趣的小事，让李红岺难忘，但也足
以说明，那时候人们对蔬菜的迫切需求。在
北京举行亚运会之际，绿菜花、生菜等“特
菜”，相继被引进北京种植。在这个过程中，
农业技术推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蔬菜品种，要想引进北京，要经过多
项试验。首先，从世界各地来的蔬菜，到底

哪些性状具备本地化的商品性，都需要经过
试验论证；其次，这些蔬菜到底适应不适应
北京的气候环境等条件，也要进行适应性试
验，对表现不好的品种，还要种植第二茬进
行改善；然后，适应性试验成功后，进入多点
示范阶段，在大兴、昌平、通州、门头沟等各
区设点，进行示范种植，在成功的示范点，组
织农户现场观摩学习；最后，进入推广阶段，
农户自主种植，新的特菜品种，才能真正走
向市场。

一个蔬菜品种从引进到大面积推广，需
要经过试验示范推广环节，至少花费十多年
时间，像绿菜花的本地化种植，就是经历了这
样的过程。李红岺表示，这些年，北京前前后
后引入了数百种“特菜”。截至目前，固定下
来长期种植的蔬菜有100多种，可以说让“特
菜”变成了“大路菜”。

“特菜”变“大路菜”

上百种“特菜”已在北京长期种植

本报讯 耿子
叶 霜降已过，立
冬将至，商超市场
里的冬储大白菜
如期上市。不过，
大白菜不再是冬
季唯一的“当家
菜”，即便进入隆
冬腊月，市民的
“菜篮子”蔬菜种
类、数量都不会减
少。供应量足、品
种丰富，一年四季
有“鲜”菜，是如今
北京蔬菜市场的
真实写照。而最
熟悉的大白菜，成
了市民的“安心
菜”“兜底菜”。

随着全国蔬
菜供应量增加、
物流运输提速增
效以及特菜本地
化种植，在北京
的冬季，市民每
天吃上不重样的
新鲜蔬菜，早已
不是件稀罕事。
北京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副站长李
红岺介绍，从上个
世纪80-90年代
起，北京开始引进
本地不常见的蔬
菜品种，来自国
内其他区域乃至
国外的蔬菜品种
进入北京，“我们
把这些菜叫‘特菜
’，这些年来，北京
前前后后引入了
数百种‘特菜’。
截至目前，固定下
来长期种植的有
100多种。”

种类少、数量有限、购买凭票，在计划经
济时期，北京市民要在入冬时，准备一冬天吃
的大白菜储备。囤得多，意味着吃得多，在那
时候的老百姓餐桌上，大白菜是当家菜名副
其实的主角。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自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蔬菜种植面积总
体呈现先增后降再增的趋势。2020年，北京
市蔬菜播种面积超过54万亩，产量超过130
万吨，扭转了蔬菜生产连续多年下滑的局面；
2021年，北京市持续加大对设施农业扶持力
度，推进高效设施农业试点建设，促进北京市
蔬菜产量大幅度增长。

今年，北京市蔬菜要实现75万亩、180万
吨的生产任务。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管理处统计的数据显示，当前，蔬菜日均产量
约6000吨，主要包括生菜、白菜、萝卜、大葱、
番茄、茄子等蔬菜品种。

现今，北京全力稳定蔬菜生产种植，加强
蔬菜田间生产管理，保障冬淡季蔬菜供应。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处要求各区已
近生产尾声的秋大棚和日光温室，及时拉秧
腾地，抢播抢种一茬油菜、菠菜、茴香等速生
叶类菜，以及樱桃萝卜。目前，北京每日新增
叶类蔬菜种植达到1300余亩。

北京发展壮大设施农业的同时，全国的设
施农业也进入了快车道，各蔬菜大省日光温
室拔地而起，加上物流运输提速发展，外地蔬
菜进入北京更加快捷，市民不仅吃上了本地种
植的“特菜”，也在冬天吃上了更多南方菜。

随着冬储菜陆续上市，北京商超、菜市场
里陆续增加了大白菜、白萝卜、大葱、土豆等
品类的供应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购买
冬储菜逐渐成为了一种情怀，市场商超等相
关部门，则更多将这些耐储菜作为战略储备
保障供应。

在朝阳区大黄庄菜市场，一位主要经营
大葱的商户介绍，现在就开始囤大葱了，成捆
大葱放到室外，能吃到过年，摊位上销售的大
葱主要来自山东，一斤3元，每天能卖出去几
捆大葱，成捆买价格更实惠一些。“不过，我是
专门卖大葱的，一年四季卖新鲜大葱。”

吃菜讲求的也是一个“鲜”，商户能够实
现一年365天卖“鲜”菜，这背后离不开农业科

技力量的支撑，农技推广者称此为
“周年均衡供应”，也就是说无论什
么时候去市场，市民都能买到想买
的蔬菜。

“在供应量充足、品种多样的

基础上，北京蔬菜实现了周年均衡供应，其中
大多数蔬菜单品都实现了周年均衡供应。”李
红岺表示，以大白菜为例，每年五六月是大白
菜的淡季，不过，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春白菜
也就上市了，大白菜完全实现了周年均衡供
应。温室结构更加合理、种植技术越发成熟、
植保防治病虫害更加科学等，这些科技让蔬
菜周年均衡供应得以实现。

“蔬菜向着多样化趋势发展。”李红岺表
示，白菜逐步细分品类，有泡菜专用的大白
菜、有适合生吃的白菜、有营养更丰富的橘红
心白菜等，这些功能性白菜满足人们的不同
需求。目前，在市场行情中，蔬菜的价格还分
淡旺季，周年均衡供应还要向更均衡进步，让
市民随时买到想吃的蔬菜，而且价格还不
贵。总之，未来蔬菜的发展，将持续向品种更
多样、供应更均衡发展。

一年四季有“鲜”菜

囤菜已经成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