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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万祥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
看看网购平台，年货福利持续上新；逛逛商
超集市，优惠折扣活动不断。传统与新潮交
织，线上与线下融合，年味里的消费市场暖
意融融。传统旺季叠加“以旧换新”政策东
风，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激扬澎湃发展
活力。

过年的仪式感，从置办年货开始。今年
年货买什么？有人追求生活用品性价比，有
人更注重消费商品的情绪价值，还有人主张
理性消费，不为“过年”而买，只为“需求”消
费。其实，大众年货消费理念已悄然发生变
化，不仅在乎节日关怀和祝福的心意表达，而
且追求体验升级的新意，吃喝玩乐更趋精致
多元。

新需求催生新消费。近年来，线上年货
节逐渐兴起。电商平台纷纷推出年货促销活
动，不仅方便快捷，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
选择和更优惠价格。“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
启动以来，各地、各电商平台围绕春节期间餐
饮购物、文娱旅游等消费热点举办各具特色
的配套活动。除坚果零食、年宵花等传统年
货外，以运动手表等为代表的健康品类产品
销量大涨，创意摆件、摇钱树乐高等单品热
卖，泰国榴莲、云南蓝莓、智利车厘子、俄罗斯
帝王蟹等食材也很受欢迎。

年货经济不只是“买买买”，也是观察经
济发展态势的重要窗口。从商品生产销售到
物流配送服务，是对整个产业链运转的考验
和检视。同时，这里有消费理念的变化、消费
体验的升级、消费服务的演进，更有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全面
有效实施，各种展览、展演、展销等活动精彩
呈现，市场供给端不断给力“上新”。期待城
乡融合更加便利，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为消费
者带来更多惊喜和满足。

年货消费市场“火热”
更趋向精致多元

本报讯 董菲 当前，草莓逐渐进入大规模
采摘和上市阶段。目前，市场上的草莓品类日
渐繁多，琳琅满目的优新品种争相上市，给水
果市场带来了一抹亮色。

从产地分布看，丹东草莓和大凉山草莓
更受消费者青睐。丹东草莓凭借鲜美的口感
和丰富的营养走俏市场，湖南、重庆、贵州的消
费者买走了更多的丹东草莓；大凉山草莓生长
在高海拔地区，这使得草莓的糖分积累更加充
分，吉林、青海、内蒙古等地消费者买走了更多
大凉山草莓。

从草莓品种看，红颜草莓和淡雪草莓的
搜索量增速明显提升。红颜草莓以鲜艳的红
色和甜美的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淡雪草莓则
以独特的白色外观和清新的口味吸引了众多
目光。其中，淡雪草莓的主力购买人群为“90
后”消费者，红颜草莓则吸引了更多“80后”消
费者的关注。

我国草莓行业从传统种植向现代化农业
生产转变，新品种的选育和引进成为推动产业
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随着我国草莓育种
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产草莓登上消费市场这个
“大舞台”，并逐渐替代部分国外品种。

在加工方式上，草莓加工产品也有不错
的市场潜力。通过加工成果干、果酒、果酱、果
汁等产品，不仅可以减少浪费，还能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延长季节性水果的市场寿命。近年
来，相关企业不断加大研发生产草莓产品力
度，草莓产业链得到了进一步的延长。随着草
莓产业开始向深加工方向发展，草莓汁、果酱、
糖果、冻干草莓等产品的生产成为产业新的增
长点，进一步推动了草莓产品的销售增长。

国产草莓“抢鲜”上市
替代部分国外品种

临近春节，消费市场迎来了一年中
的繁忙时刻。

畅通生产储运各环节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菜篮子”供

应情况备受关注。作为蔬菜大省，山东
提前谋划，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确保蔬
菜生产、储备和流通顺畅，保障“菜篮
子”产品有效供给。

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化龙镇芦
营村菜农裴华玲的小黄瓜大棚内，一排
排藤蔓上挂满了直顺油亮的小黄瓜。
这里的小黄瓜采摘后先被运到家门口
的寿光市诚麟蔬菜专业合作社，然后被
送往多地的连锁餐饮以及大型商超。
该合作社负责人张春宝表示，近期，每
天平均有近30万斤的小黄瓜从这里走
向全国各地，年交易额近4亿元。

像这样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在寿
光共有1600多家，它们直接与各地的
商超、批发市场以及电商平台对接、合
作，帮助寿光的优质地产菜运得出、销
得好。

除了加强蔬菜的源头产销外，寿光
还承担着冬季南菜北运、夏季北菜南销
的重要集散功能。在农产品物流园，
蔬菜经销商们忙着发货、卸货。“眼下
我经营的蔬菜以广东韭菜、云南叶菜
和黄瓜等为主，这些蔬菜当前正是大
量上市的时间，韭菜每天能卖40吨左
右，辽宁、内蒙古等地的客户要货比较
多。”蔬菜经销商王伟说。不仅如此，
物流园内各蔬菜经销商在加大多品种
蔬菜调配力度的同时，还在产地建立起
蔬菜种植基地，以确保各类蔬菜供应不
断档、品质优。

春节临近，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农业执法人员和监管人员
全力开展农业投入品执法大检查和农
产品流动检测集中行动，集中人力、物
力高频次开展工作，确保生产基地所有
农产品全部检测。“取样、检测、比对，我
们已经连续7天多批次对张寨镇的韭
菜进行严格检测，均达标合格。”检测员
陈珂说。快速、高效开展随抽样随检
测，得益于莘县在山东省率先引进的定
量检测车，并将这个“移动实验室”投入
今年春节农产品随机抽检。

据了解，莘县瓜菜菌种植面积和总
产量均居全国县域前列，瓜菜复种面积
达到100多万亩，年产量突破500万
吨。目前，莘县茬口期蔬菜在田面积
20万亩，处于收获期的主要品种有西
葫芦、韭菜、黄瓜、辣椒、平菇、西红柿等
10余个品种。春节前后，莘县蔬菜产
量达到阶段性高峰，日产量可达6000
吨左右。

在莘县十八里铺镇农产品批发市
场，西葫芦、尖椒、圆椒、茄子、黄瓜等蔬
菜是近期的主销品种。“近段时间天气
较好，蔬菜产量没有遭到不利天气影

响，当下西葫芦的交易价格与去年同期
持平，预计春节前蔬菜交易价格涨幅不
大。”该市场负责人王超说。同时，莘县
紧盯市场需求，在全国率先启动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目前已建成机
械冷库130多座，储存山药、洋葱、香
菜、大蒜、西兰花等大宗蔬菜10多万
吨，可随时调拨保障市场需求。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蔬菜年产量
超过500万吨，其中60%直接供应长三
角地区。兰陵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管
理科科长张超介绍，近期油菜、卷心菜、
西红柿、辣椒等蔬菜价格有所上涨，而
葱、姜、蒜等调味蔬菜价格相对稳定。

据介绍，为确保春节期间蔬菜供应
不断档、不脱销，兰陵县依托县农发集
团，组建蔬菜推销专班，积极对接外地
企业、联超平台、团餐定制等渠道，加强
对外推销力度。同时，动员县内大型商
超、农贸市场等主要流通渠道，增加蔬
菜采购和供应量，满足本地居民需求。
此外，兰陵县还充分发挥400多座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的作用，提前充实白菜、
萝卜等耐储蔬菜的储备，确保在关键时
刻能够迅速投放市场，平抑菜价。

在强化生产指导和加大蔬菜调运
储备的同时，兰陵县商务部门积极对接
长三角外埠批发市场，增加蔬菜车辆运
输频次，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政策，提升流通运输效率。县商
务局市场建设与秩序科负责人林本超
介绍，目前，每天有390余辆满载蔬菜
的货车从兰陵出发，驶向长三角批发市
场，每天外运蔬菜总量达到 7800余
吨。针对持续降温天气，当地每天还可
以增加60辆蔬菜外运车辆，确保蔬菜
外销量比平时增加10%以上，全力保障
长三角地区“菜篮子”供应。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
农艺师丁习武分析，秋冬季节，山东天
气状况整体良好，非常有利于蔬菜的生
长。大白菜、萝卜等秋收冬储蔬菜，增
产10%左右，量大质优，为保证春节期
间市场蔬菜供应打下了良好基础。“当
前新鲜蔬菜的供应主要来源于设施栽
培，面积稳中有升，长势良好，可持续形
成有效产量满足市场需求。”丁习武说。

有序调度确保均衡供应
“春节期间，蔬菜销售量大，我们得

趁着这个节点抓紧收获蔬菜，供应市
场。”1月9日一大早，天刚放亮，湖北省
枝江市七星台镇青春大队蔬菜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盛东山就和菜农们一起钻
进了蔬菜大棚采摘、装篮，一垄垄蔬菜
青翠欲滴，长势喜人。

“目前，合作社冬季蔬菜种植面积
在1000亩左右，每天能收购30吨左右，
品种丰富，基本上能够保证未来一段时
间的蔬菜持续供应。”盛东山表示，这些
蔬菜都是商家预订好的，我们接到订单

后，会根据送货时间提前安排好采摘、
包装、运输。

作为湖北省蔬菜稳产保供生产基
地之一，枝江市蔬菜种植面积达34.5
万亩，年产量达92.8万吨，总产值突破
56亿元。该市正合理安排各地蔬菜品
种结构、种植规模和上市茬口，避免集
中上市和阶段性短缺，保障蔬菜均衡
供应。

春节将至，华中地区最大“菜篮
子”——湖北孝感首衡城提前做好调度
和储备，满足市民对新鲜蔬菜的需求。
目前，该市场农产品日进场量2.2万吨，
日交易量突破2万吨。

近期，不少喜温的大棚蔬菜上新，
产地供货量有所增长。受湖北地区饮
食习惯影响，莲藕、玉米、白萝卜等品类
在市场上颇为畅销，市场上各品类的货
源非常充足。“目前，首衡城蔬菜在场量
较大，加上储备库的轮换机制和多项举
措，能保障湖北及周边省份农产品稳定
供应。”首衡农副集团副总裁兼孝感农
副公司总经理王炜表示。

据了解，为保障春节期间广大市民
能吃上质优价廉的蔬菜，首衡城提前加
大货源组织力度，多渠道拓展商品采
购，统筹协调调、运、供、配各项工作，积
极对接湖北省内外供货渠道，每天约有
3000辆车从市场发往湖北及周边多个
省份。同时，实施“入场批批检，一品一
码全过程追溯”，强化检测，合格准售，
保证节日期间的食品质量安全。

近期，武汉市启动“冬储春供”农
产品保供行动，在整个春节前后储备
660万公斤鲜活农产品，以保障春节期
间市场均衡供应、品种丰富和价格平
稳，预防可能的冰雪灾害天气对“菜篮
子”市场供应的影响。武汉白沙洲农
副产品大市场监测数据显示，自1月1
日以来，武汉市蔬菜市场呈现稳定态
势，青椒、土豆、花菜等多种菜品的价
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冬储春
供”行动效应显现。

在多家菜市场发现，不只是大白
菜、白萝卜、包菜等日常消费量比较大
的菜品保持着每斤1元至2元的价格，
多种茄果类的蔬菜价格也保持平稳，每
斤2元至3元的蔬菜占据了市场主流。
截至目前，武汉市在田蔬菜面积58.4万
亩，日均可采上市量约6900吨，生产供
应稳定；池塘养殖面积65.7万亩，本地
货源充足，水产品日均可上市量约
1100吨；生猪存栏133.96万头，生猪日
均屠宰量约7000头，市场供应稳定。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商
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在生产端、流通
端、消费端协同发力，全省159家重点
保供企业加强蔬菜、猪肉等重要民生商
品备货供货，切实保障“菜篮子”产品稳
定供应。

（王金虎 柳洁 董庆森）

蔬菜市场供应足
价格相对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