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36期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出版
ZHENJIANGZHENJIANGDAILYDAILY

周刊
Z H E N J I A N G Z H O U K A N

9 版

Tel:0511-85010056
本报网址：http://www.jsw.com.cn

星期五
2024年2月 2日

癸卯年十二月廿三

责编责编 谢勇谢勇 美编美编 谢勇谢勇 校对校对 章正英章正英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镇江
品读

声 明：向本周刊投稿，即视同作者同意授权本报及本报所属平台、合作平台使用，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一个很神奇的现象，由公众号“奔流财经社”的文章《南
京溧水，一个隐藏的草莓市场霸主》告诉了我们：“网络上随
手一搜的中国草莓产地盘点里，有丹东、有建德、有句容，但
很难看到‘溧水’。可是你如果去中高端商场超市采购商那里
问草莓产地，你能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南京溧水的
草莓，正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征服中高端商场超市与水果
店。”比如溧水的金色庄园，仅这一家草莓企业，就吃下了开
市客100%、百果园70%、山姆30%的市场，一天最大的发货量
可高达40万公斤。这个神奇现象的背后，则是溧水草莓产业
链的巨大影响。

说到草莓，我们最熟悉也极骄傲的，当是句容草莓。1983
年，时代楷模赵亚夫从日本研学归来，带来了20棵草莓小果
苗。1984年，句容白兔镇破天荒有了20亩的草莓田。随后几
年，句容草莓产业如雪球般越滚越大。1994年，仅白兔镇草莓
种植面积就超7000亩，年上市量350多万公斤，成为中国南
方最大的草莓生产基地。再随后，句容也获得了中国草莓之
乡的称号。而《现代农业科技》2009年第22期的文章《对溧水
县草莓产业发展的思考》中披露，溧水草莓，在2000年前只
有零星种植。直到2001年溧水傅家边科技示范园引进了草
莓生产项目，才将草莓作为当地农村的农业主导产业来加以
开发。

说到草莓产业链，句容草莓同样在积极探索。《南京日
报》2023年4月的文章《句容：种好小草莓 做好共同富裕大
文章》中有言：“实现了以引进草莓新品种、新技术为抓手，着
力形成草莓科研、品种选育、种苗繁殖、深加工、休闲旅游等
完整的草莓产业链，树起全产业链示范标杆。”

但为什么是溧水草莓“正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征服中高
端商场超市与水果店”？“奔流财经社”的文章引用金色庄园
副总吴英强的话：公司可以说是把整个草莓的全产业链“全
部做了一遍”，从品种的选育到种苗的繁育，到组织农民种
植，到商品化处理，到保鲜运输、销售、深加工，基本上形成了
一个闭环。

对比句容与溧水的草莓产业链，却有不一样。句容的抓
手是“引进草莓新品种、新技术”，而溧水的链上新词则有“商
品化处理”“保鲜运输”和“销售”。现实中与此相应的则是，
金色庄园有华东地区最大的规范化现代化草莓初加工工厂，
并且达到SGS第三方审核标准，通过China GAP认证；同时，
溧水还在两年前入选了“全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
试点县”，鼓励业主建设以产地预冷设施、分拣包装设备和冷
藏保鲜库为主要内容的全套冷链设施，并积极支持冷链物流
车的使用，真正实现了农产品从采收到加工、储存、运输的全
程冷链。正如吴英强所说：“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说
实话，还是在我们的销售端。”也所以，“奔流财经社”总结：

“金色庄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先有市场，再做产品、做技
术。一切，都是以市场为导向下的环环相扣。”

如是，我们便能知道，为什么溧水草莓会搞出一个“七个
统一”的草莓产业标准，即：统一种苗、统一农资、统一生产技
术、统一商品标准、统一冷链、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因为，商
场超市最为看重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如是，我们也能明白，
为什么最远可以北至哈尔滨，西至乌鲁木齐，哪怕是陆运了
四天四夜，亦能品尝溧水草莓的香甜。而今年1月8日，溧水
第一批出口草莓已经到了新加坡。如是，我们更能理解，为什
么溧水的草莓产业链，一旦铺开，就越来越顺利。

回头再看句容草莓产业链。以品种、技术为抓手，奠定了
句容草莓的高品质之路，但产业链上却缺了“市场的惊险一
跃”这一环。于是，本是从事生产的专业合作社成了市场营销
主力军。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信息》2023年第12期文
章《句容市草莓生产的特色产业之路》中有这样的话：“清明
节前后，由于政府主导举办了多期的草莓音乐节，增加了白
兔草莓在南京、镇江等城市的知名度，下乡来郊游及采摘客
基本解决了产品销售问题，4月中旬以后随着产量上升、采摘
客减少，才会有一定销售困难，针对这个问题，去年政府通过
调研，加强对草莓深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增添了2条草莓
深加工生产线，及时解决草莓生产中的问题。”

2022年9月，江苏公布了首批22家全省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基地名单，草莓基地入选一家，恰是南京金色庄园
农产品有限公司。2023年8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一
批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基地（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单位，江苏8家单位上榜，草莓基地亦
有一家，还是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溧水VS句容 草莓产业链不一样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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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腊月的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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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年磨记忆 观世间芳菲
赏满纸烟霞

龙年春节渐渐临近，年味也渐渐浓厚。进入
腊月之后，市民们纷纷开始采买年货，忙碌起来，
这一年一度的“忙年”，热热闹闹。各式各样的年
货，承载着人们迎接新春的喜悦。

记者近日探访节前市场，市民青睐的手工香
肠、肉圆、鱼圆等菜品，供不应求；商场超市的酒
水、礼盒、坚果等品类，备受青睐；市区多家饭店年
夜饭预订火热，就连可以打包带回家的年夜饭礼
包，也深受欢迎……

手工菜品 供不应求

“我每年都来这里灌香肠，肉可以现
挑现选，然后清洗、切块、绞碎、灌装……
全程看得见，买得也放心。”在中营菜场
灌香肠的陈女士告诉记者，今年的猪肉
价格比往年便宜一些，每 500克 14元，
另有每 500克 3.5元的加工费，“之前天
气冷的时候，已经加工了200多元，家里
人都挺喜欢吃的，吃掉了不少，这次打
算再加工一些，过年的时候吃……”摊
位万老板说，最近每天都要接待10多位
灌香肠的客户，不少都是一次加工三四
百元的。

在贺家弄的长寿面馆，这里的手工
肉圆备受欢迎。每天前来购买的市民
都要排起长队。店主马女士介绍说，肉
圆的原料是五花肉、前胛肉两种，前者
较肥，后者太瘦，综合一下才好吃。“我
们还会根据季节进行比例调整，冬天偏
肥，夏天偏瘦，这样吃起来口感就不会

太腻……”她说，
平时每天销售七
八百个，节日期间
能买到 1000 个左
右，最近春节前更
是高峰，每天销售
1200 个以上。“除
了本地人来买，还
有很多外地客户
特地赶来购买，南
京、扬州、泰州、上
海的都有……”

“我和老板娘
提前预订了 20 斤
鱼 圆 ，过 年 的 时
候 ，烧 杂 烩 可 以
用，吃火锅也可以
用。”胡女士来到

花山湾菜场一家手工鱼圆摊位，从摊主
手中接过了两大袋鱼圆。她指着一旁
盆里的鱼头、鱼骨说，这家的鱼圆是用
青鱼为原料，新鲜宰杀，手工制作，“平
时就经常来买，口感很不错，节前就多
订一些。”

蒸包子也是很多市民过年的必备
选择。市民黄女士说：“过年肯定是要
准备包子的，以前家里老人都是自己动
手包包子、蒸包子，然后分给子女，现在
我们都直接去店里订。我们家今年就
订了 50个肉包子、50个菜包子，还有 40
个萝卜丝包子。”

在铁城路一家包子铺前，记者看到
门前的笼屉高高堆起，热气腾腾蒸着包
子，旁边的几个竹匾里都放满了包子。
老板介绍，现在每天都要蒸上百屉包
子，都是老客户前来订制的，中老年客
户较多，起步都是100多个。

菜场超市 货源充足

准备了葱姜等配料，方便客户。
八佰伴超市零食货柜前，市民吴女士带着

孩子购买坚果，“孩子考完试了，成绩也不错。
带她出来放松一下，让她自己买一些喜欢吃的
东西……”除了孩子挑选的开心果、核桃、腰果
等零食之外，王女士还购买了一些礼盒。她
说：“过年了，两边的老人要准备一些，走亲戚
时也要带一些……”

在五条街万方超市，市民李先生正在搬着
两箱“杏花村”酒，“无酒不成席，春节宴席上除
了各种菜肴，自然也离不开酒。”他笑着说，自
己平时就喜欢喝酒，春节期间亲友聚
餐肯定不会少，“现在还有活动，买酒
还送购物卡，挺划算的。”

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节前的酒水
销量比平时高出不少，一些礼盒也销
售火热。记者在现场看到，42.8元、
52.8元的两款旺旺大礼包，39.9元的
中老年高钙核桃粉、中老年高钙麦
片，都深受大家的欢迎。

记者同时了解到，作为政府的平
价菜供应平台、市发改委确立的价格
调控网点专柜，春节前，万方超市每
天选择 20个蔬菜品种，低于市场指
导价格 15%供应给市民，其中还有 6
个 品 种 价 格 低 于 市 场 指 导 价 格
20%。同时还提供“1元菜”“2元菜”
等蔬菜组合包，惠民销售。

“我们现在全力保障节前的市场供应，供
应至各连锁网点的新鲜蔬菜，每天都在 15吨
左右。”万方超市负责人潘小东介绍，除了平价
蔬菜以外，金龙鱼油、地产大米、新鲜猪肉也都
是低于市场价格供应，以满足市民购买需求。

1月31日下午，潘小东还带领超市工作人
员前往宋官营社区，为15户孤寡老人、困难家
庭送去节日问候，米、油等慰问品，他表示：“作
为本地连锁企业，我们也不忘社会责任。这已
经是我们连续5年开展送温暖活动，希望每个
市民家庭都能度过一个温馨祥和的春节……”

朱方路冷冻食品批发市场里，市民
高先生购买了猪口条和鹅肫，“每样都买

了 10多个，回去卤了，
春节期间做熟菜……”
他告诉记者，“我都是
买新鲜的，口条每 500
克25元，鹅肫每500克
28元。这边也有卖同
款冻品的，价格会便宜
两三块钱，但是口感会
差一些。”

另一处禽类摊位
前，很多市民在这里购
买老母鸡，价格每 500
克26元。“进入‘九天’之
后，来买老母鸡的人就
多了起来，有的人一下
子就买上三四只……”

摊主介绍说，很多人都是买回去煲汤
的，自己这里不但可以代为宰杀，还提前

年夜饭 多样选择

记者从市区多家饭店了解到，年夜饭预订
十分“火爆”，很多酒店包厢早在去年 12月就
预订一空，如今大厅的餐位也已订满。

“来我们这里预订的都是老客户，有的消
费者吃完当年的年夜饭，就直接把下一年的包
厢给预订了……”龙景国品酒店负责人张学明
告诉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春节期间
选择去酒店吃年夜饭，消费者也从“简单、省
事”的基础需求，上升到“营养、好吃”的更高层
次需求。“我们特别重视原料的选择，比如精选
的鱼头、乳鸽，原产地的粉条、菜心。在
菜肴制作上，也兼顾传统和创新，比如
拆烩鲢鱼头、蝴蝶鱼片，让菜肴更符合
本地人口味。”

味宜中酒店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
筹备年夜饭的事宜，“年夜饭的咨询电
话一直有，差不多在12月份就订满了，
人均价格在 120元至 300元不等，我们
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调整菜单。除了
年三十、初一，初二初三也有预订，我们
也提前安排了人员值班。”相关负责人
介绍，接到的预订中，除了家庭的团圆
饭，还有企业的团聚餐。

除了接待到店用餐，我市还有很多
餐饮酒店推出了年夜饭礼包、年点礼
包，方便消费者“打包回家”。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推出年夜饭礼包了，
都是精心选材，精心制作。”长江路施进鱼馆老
总施进介绍说，每年都有消费者和客户单位前
来预订年夜饭礼包，礼包内含大虾、牛肉等冷
盘，老鹅、肉圆等熟菜，菜包、肉包等点心，“考
虑到本地人的口味和营养搭配，我们的礼包里
不仅有镇江特色的肴肉、熏鱼，还有竹笋、西蓝
花等蔬菜。”他表示，很多菜肴只要稍许加工，
或是加热后直接上桌，市民在家中也能享受酒
店一样美味菜肴，省事省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忙忙碌碌过大年忙忙碌碌过大年
春节近 年味浓

新 春 走 基 层新 春 走 基 层

手工菜品预订火热，供不应求。

节前市场的酒水、礼盒受到市民青睐。

爱心企业为困难群体送去年货。

丰盛、省事的年夜饭礼包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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