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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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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上海各
大花市人流如织。作
为千亿级的消费新业
态，“悦人悦己”的鲜花
正成为市民的日常消
费品。如何推动“鲜花
消费”成为新年俗？电
商蓬勃发展，线下花市
路在何方？从业者如
何把握“美丽机遇”，培
育产业“新花样”？春
节前夕，记者走访多个
花市和市民园艺中心，
了解年宵花消费的新
热度。

中心城区大型花市难觅、临时

花市营业时间较短、电商蓬勃发展

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冲淡鲜

花消费和春节“年味”的原因。“以前

在广州过年体验过‘行花街’，上海也

有很多步行街，过年期间能不能也举

办类似活动？”以姚女士为代表的不

少市民呼吁，上海能否举办诸如“花

街”“花车巡游”等活动，为假期休闲

提供新选择，也为促消费带去新的

增长点。

很多市民认为，相比于价格较

高、选择不多的花店，花鸟市场价格

适中，植物挑选范围大。但因运营成

本高、用地不规范、环境脏乱、消防隐

患、噪声扰民等原因，市中心花市接

连关闭或搬迁，交通十分不便。留在

市区的花市中，不少建筑也是临时棚

屋，结构、功能较简单，像岚灵花市这

样规划合理、硬件良好、经营状况较

好的花市越来越少。

还有市民注意到，今年不少区的

绿化部门都在公园里设摊办“花市”，

受到百姓的欢迎。但略显遗憾的是，

公园里“临时花市”大多只持续三五

天，且在春节前一周甚至更早就落下

帷幕，刚起了“蓬头”的年味又淡了。

目前，只有世博文化公园的“新年花

市”会举办到元宵节之后。

此外，电商卖花也令线下花市受

到冲击。多位花市经营者坦言，如今

大家“看的多，买的少”，甚至有人一

边逛一边在电商平台查价格。“植物

是活的，品相、品级都不一样。有时

图片拍得很好，送到家的却不一样。

就像蜡梅，不少顾客都说线上虽然便

宜，但花苞少、开不出来，最后还是到

店里买放心。”店主柯祥说。

如何以首个“非遗春节”为契机，

推动上海的“鲜花消费”？不少业内

人士认为，一直以来，上海市民都有

买年宵花的消费习惯和能力，相关部

门应通过各种方式打造“升级版新年

花市”。

“一方面要推动花卉交易集散中

心的建设，一方面也要增强花市的商

业配套能力，解决‘流’和‘留’的问

题，把人流引过来，让他们留下来。”

上海虹桥花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波透露，在虹桥花谷的最新方

案中，规划了包括文旅休闲体验区、

花乡民宿漫养区、乡村融合发展区等

六大功能分区，今后计划打造虹桥花

街、星空营地、鲜花市集、主题民宿、

花漾街区等。在他的设想中，花谷门

前的杨家庄大道今后可以打造为“花

街”，举办花车巡游等活动，吸引市民

在花市中度过一天。

融合文创产品、开展花艺体验、

增加场景消费等也成为从业者频频

提及的方式。“鲜花可以与手机支架、

鼠标垫、新年挂历等园艺中心特有的

文创产品结合，打造‘年宵花+文创’

的新春礼包，提升年宵花卉的附加

值，为消费者提供节日礼品新选择。

制作新年花桶、福气花篮等花艺DIY

活动也可以吸引年轻群体参加。”王

玉婷说。

面对电商冲击，不少从业者也在

考虑创新线上推广销售的方式。姚

家叶告诉记者，年后准备试水直播，

增加店铺的线上曝光率，从而增加销

售。王玉婷也认为，可以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年宵花搭配技巧、寓意介绍、

手作讲解等短视频，吸引年轻群体，

培养春节鲜花消费习惯。

市民盼望升级版花市

本报记者 金旻矣

■ 岚灵花鸟市场内，市民前来购买新年花卉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马卡龙”是“顶流”
周五下午，岚灵花鸟市场外的灵

石路上，排成长龙的私家车占据了最

右边的车道。市场里，不少人举着蜡

梅或北美冬青边走边逛。华丽的蝴

蝶兰、富贵的大花蕙兰、鲜艳的北美

冬青、可爱的黄金果、香气扑鼻的水

仙和蜡梅……各个摊位都摆出了当

家花旦招徕顾客。

“如意花行”主打蝴蝶兰，价格从

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日本进口的蝴

蝶兰小巧精致，几十元就能买一盆，

荷兰进口的“马卡龙”则以小清新花

色成为“顶流”。“马卡龙受年轻人喜

欢，三文鱼橘、蓝色珊瑚、浪漫紫等都

卖得不错。”老板姚建德说。

“世纪花艺”的花卉有100多种，

除了传统年宵花外，还有一些“新面

孔”。“缀满小紫球的紫珠，300多元就

能带走一盆。火棘又称‘火把果’，有

中药功效。多年生的络新妇很好养

护……”说起年宵花新潮流，老板李

建平如数家珍。

水仙和蜡梅则是长盛不衰的“主

角”。柯祥店里的蜡梅来自宿迁，插水

就活，可以维持一个多月，25元至35

元就能买一把。他家的漳州水仙价格

从15元到一两百元不等，今年共进了

4000多个种球。新开的“彩虹集市”则

主打东洋杜鹃、洛阳牡丹、仙客来等，

东洋杜鹃有200多元到1000多元多个

价位。主理人蒋勤说，这几天盆花卖

得好，再过几天鲜切花会更受欢迎。

市民徐阿姨正举着一束25元的

银柳和朋友逛花市。“我们住在延长

路，今天特地来挑些年宵花。线上买

怕质量不好，这里挑选范围广，还可

以讨价还价。”她说。

负责市场管理的沈先生透露，市

场内200多家商户中，卖绿植的有七

八十家。市场周边小区众多，辐射人

群广，虽有250个车位，但周末门外还

是排长队。“春节我们不打烊，大部分

商户也不休息，确保让市民有花市可

逛，有花可买。”

批发零售同价
位于青浦区嘉松中路的虹桥花

谷，是批发商和花店主的“宝藏地”。

花谷规划面积1500多亩，目前已开发

区域达680亩，吸引了200多家花卉

苗木培育批发企业入驻。

年前，主营蝴蝶兰的“轩成蝴蝶

兰”门外，卸货、装货车辆挤得水泄不

通。店内仿若“花花世界”，蝴蝶兰琳

琅满目，共有七八十个品种，从八九

十元到上万元不等。“拉丁舞裙是新

品，花瓣带裙边，花色暗红；杏色的图

尔坎花色特别，在家至少能放两个

月。”老板娘曹丽说。

此外，200多元一盆的大财主、恭

喜发财等蝴蝶兰性价比都很高，单枝

的蝴蝶兰在45至50元一盆。“今年蝴

蝶兰备货量在大几万株，批发零售基

本同价，很多市民也会来买，因为比

市区便宜30%-50%。”曹丽说。

从曹家渡花鸟市场搬来的“家叶

园艺”主打微景观，老板姚家叶擅长

用花卉和树根、石头搭配出微盆景。

店里大花蕙兰的颜色有几十种，市区

动辄五六百元的礼盒装，这里三百多

元就能拿下，9-10枝花剑的也只需

480元左右。一盆金橘盆景也只需

100多元，放在桌面上再合适不过

了。“今年大花蕙兰备了600多盆，北

美冬青备了800盆。”姚家叶说，因为

价格实惠，长三角的很多花店也来这

里拿货。

市民周女士住在松江别墅区，平

时为花园配植物都会到花谷来。“之前

已经买好蝴蝶兰了，今天再来挑几盆送

朋友。市区花店的可选性较小，网上图

片和实物有差距，而这里可以‘一站式’

购齐，也可以拉掉零头，老板还会送些

小盆栽给女儿，我们很喜欢来。”

主打“体验感”
遍布身边的市民园艺中心则是

“气氛担当”。静安区“花为媒”曹家渡

市民园艺中心内，年宵花已占据“C

位”。主理人王玉婷说，这几天金橘最

受欢迎，价格在100-200元不等。花期

长的大花蕙兰约380元，一盆四枝的蝴

蝶兰约150元，花色鲜艳的杜鹃则为30

元左右，这些都很受市民喜欢。

“今年年宵花销量增幅约为1%，

高价、难以养护的蝴蝶兰销售下降了

30%，但售价80-800元的年宵花桶因

价格适中、养护简单而备受欢迎，销量

增长了30%。”她表示，为营造过年氛

围，中心组织了新年福气万字节、年宵

花桶手作等多场活动，反响很好。

同样主打“体验感”的，还有中山

公园“WHO花”市民园艺中心。春节

前，这里承接了不少绿植活动。“光一

月，以春节、年宵为主题的花艺沙龙

课程就组织了五六场，明天还有一场

200人的花艺课。”负责人徐嘉谊说，

园艺中心还为龙南家苑的青年志愿

者、延安中学的学生等群体送去了新

年花艺课。

虽然今年单一年宵花销量有所下

降，但徐嘉谊发现，“鲜花消费”的场景

需求在不断增加，商圈、写字楼等空间

对于环境布置的要求在提升。这种

“场景消费”更侧重于“花和艺术”的融

合，也成了中心业务新的增长点。“今

年我们为愚园路布置了打卡装置，竹

编、烟火等年味元素都将亮相。园艺

中心还承办了元宵游园会，用民俗活

动营造街区热度和城市烟火气，给市

民‘闹猛’的感觉。”她说。

此外，部分公园今年也举办了新

春花市营造浓郁年味。世博文化公

园首次打造跨越新年和春节的“新年

花市”，将一直持续至2月16日。除

了水仙、金橘、佛手、五代果等传统年

宵花卉外，市民还可以观赏帝王花、

公主花、非洲珍奇块根植物等进口珍

稀品种。在逛花市的同时，大家还能

体验真冰滑冰，品尝环球美食，在环

保主题咖啡店喝杯“环保咖啡”，将萌

萌的文创产品带回家。“新年花市开

业一个月来，接待游客已超10万人

次。”花市相关负责人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