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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省内热门
方向基本无票

在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
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文新介绍，今年春运
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年同期下
降近六成，预计全国铁路春运客
流将下调至2.96亿人次。

记者查询发现，春运出行
高峰期（2 月 8 日至 10 日），广州
开往北京、上海、杭州等方向的
列车有充足余票，开往南宁、武
汉、长沙、川渝等热门方向的列
车也仍有部分余票。省内方

面，广州开往湛江、茂名、韶关、
汕头、汕尾、潮阳方向的车票基
本售罄。

铁路部门表示，热门方向
的售罄车票，旅客可通过申
请 候 补 ，后 续 获 得增开列车
车票。 （李志文）

公路：开阳高速
月山站今日开通

公路方面，大湾区向粤西
联通辐射的重要通道开阳高
速，月山站出入口16日开通。

月山站位于江门市开平市
月山镇，往东距开阳高速水口

站互通立交约5.5公里，往西距
开平站互通立交约 6公里。月
山站开通后，周边群众可直接
经该站进入开阳高速，不需再
绕路水口站。

去年 12月底，开阳高速改
扩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目前全线车流量略有增长，行
车顺畅。预估春运期间日均车
流量将突破12万车次。

（王丹阳 沈高 肖健东）

民航：部分航线
票价不到一折

受疫情影响，春运机票疯

狂“跳水”，不少航线甚至出现
不到一折的价格。有些旅客采
取退票重买的方式，以求止损。

去年 12月中旬，广州市民
吴先生购买了一张春运黄金周
期间从广州前往重庆的国航机
票，票价为 810 元，系原价五
折。近期，机票不断降价。吴
先生如购买同一天返渝的航
班，票价最低的西部航空航班
仅售 190元。根据国航退票规
定，如果旅客在距离出发时间
14-30 天内退票，收取 45%手
续费，即每人364.5 元——如果
他退票重新购买一张西部航空
的票，可省下255.5元。

记者查询发现，以往最热
门的成都、重庆、海口等返乡
航线，今年广州出发航班节前
最低价格均在 500 元以下，最
低的广州-杭州航线甚至低
至 115 元。部分线路，春节黄
金周期间的机票比起节前还
要便宜。 （唐珩）

抗击疫情要“硬”，民生保障
要“暖”，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高度
重视疫情期间全省农业企业销售
需求和广大市民消费需求，值此
年关将近，广东农产品“保供稳价
安心”数字平台重装上阵，“2021
广东迎春网络年货节”活动蓄势
待发。

同样在 1月 15日，广东农产
品采购商联盟、广东省快递行业协
会联手发出《2021广东迎春网络年
货节“保供稳价安心”倡议书》。羊
城晚报积极响应，作为联合倡议单
位之一，将与各供应商、采购商、经
销商、互联网平台、物流快递和其
他媒体形成合力。

倡议书提出，按照广东省疫
情防控各项规定要求开展生产经
营，用心用情用力，主动担当作
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做抗疫良
心企业；同时积极落实节日期间
企业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工作安
排，提供春节不打烊快递服务，全
力保障节日期间各类型农产品供
应充足，满足全省群众多样化的
节日消费需求。

全省粮油、果蔬、水产、畜禽
蛋奶、年花年桔等名特优新农产
品和农产品加工品供应商要做好
保供工作，保证质量，价格优惠，积
极拓展互联网电商销售渠道，充分
利用广东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

数字平台，打造市民掌上的年货
节，农民指尖的大卖场；仓储、冷
链、快递物流企业要开展全方位合
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做好节日
期间我省优质农产品集散运输工
作，打通一条从产地直达百姓餐桌
的快车道；各大型连锁超市、社区
团购、电子商务、餐饮连锁采购商，
要依托互联网积极开展产销对接
活动，让农产品线上销售顺畅，市
民线下提货便捷。

广东农产品采购商联盟“保
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新开设“农
产品直通车”专区，欢迎更多企业
入驻，互伸援手，共克时艰，合作
共赢。

受疫情影响，今年
省内多市迎春花市取
消 ，网 上 花 市 逐 渐 兴
起。然而，广东人过年
必不可少的花品年桔，
销售仍面临困难，大盆
年桔尤其难卖。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
走访发现，由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认证的“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盆栽花
卉专业村——广州沙湾
街道办新洲村有45万盆
年桔滞销。当地花农表
示，往年年桔多批发到
珠三角的花市，今年基
本都退订了，目前出货
量不到一成。

新年年桔如何走出
销售困局？

年桔滞销，出货量
不足一成

“我们村种植的年桔有1000
多亩，也就是50万盆左右。现在
估计出货量不足10%，滞销了45
万盆啊，很愁！”沙湾街道办新洲
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满坤告诉羊
城晚报记者。

作为“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盆栽花卉专业村，新洲村约有90
户花农，主要种植年桔和兰花。

记者来到新洲村年桔种植基
地，只见大片金黄 的 年 桔 和 正
施肥浇水的花农，冷冷清清 。
当地种植年桔的花农梁奀仔告
诉记者 ：“ 我知道现在开始搞
网上花市，线上卖花，但像我
们种年桔的就清楚，网上花市
最难卖的就是年桔了。小盆的
还好，大盆年桔的订购、运输都
很难。”

梁奀仔说：“往年来这里订
货的客户多是批发的，一拿都是
一千多盆。”他表示，今年是近几
年来销量最差的一年，目前看来
很难止损，“希望政府能提供一
部分场地进行销售”。

除了年桔，新洲村 200 亩兰

花也难卖。面对满满一个大棚
的兰花，兰花种植花农韩伯告
诉记者：“今年年宵花兰花和年
桔也差不多，基本处于亏本状
态。往年来这里取货的车都排
得满满的，今年就几乎没有人
来。”

梁满坤说：“往年兰花一般
比较早出货，在中秋前后就陆
续 被 预 订 。 但 今 年 受 疫 情 影
响，加上各地花市取消和缩水，
基本没有出货，价格更不用说
了，比去年下降 30%以上还是
卖不出去！”

商会会员采购+电
商培训+摆摊零售

如何破解年桔及兰花销售难
困境？“一是通过商会动员各企
业单位现场选购，二是鼓励花农
开网店，三是在社区开设临时摆
摊点。”梁满坤表示。

在走访过程中，羊城晚报记
者特别注意到有客户在和年桔
花农交流。据了解，该客户是沙
湾商会会员方先生，特意来到新
洲村采购年桔。方先生告诉记
者：“这里年桔品相特别好，价格
还很便宜，往年市场上这么大一
盆年桔要去到2000元了，这里只
要 650 元。我要发个朋友圈，介
绍其他企业来采购。”

梁满坤补充道：“其实是今
年价格才这么低的，卖不出去
嘛。往年都是在 800-1200 元一
盆，看品相。今年我们的愿望很
简单，就是尽量减少花农们的亏
损。”

事实上，发动沙湾商会会员
前来采购年桔年花，正是新洲村
村委会想出来的办法之一。梁
满坤说：“得知今年各地迎春花
市取消和缩水了之后，我们就一
直在想办法。也希望上级部门
能帮帮我们，增加销路。”

此外，该村村委还会对村
民、种植户进行电商培训，帮助
他们在网上开店卖年桔、兰花，
及通过朋友圈等方式宣传。梁
满坤表示：“我们也建议各社区
开设临时摆摊点，没人来批发拿
货，我们就零售。我相信，道路
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总能
看到希望。”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各地迎春花市或取消或压缩规模，作为全国60%
观叶植物、30%鲜切花交易集散地的岭南花卉市场，
受到怎样的影响？15日，记者实地走访了解情况。

走进广州市荔湾区岭南花卉市场B区，年味已
扑面而来。入口处的工艺品档口挂满了红彤彤的
挥春、灯笼、小牛公仔；再往里的花卉档口，随处可
见银柳、冬青、蝴蝶兰等年宵花。市民欧女士家住
天河，开车过来买花，短短一个小时，已购入不
少。“价格不贵、品相也好，不知不觉就买多了。”

广州市花卉协会副会长陈宗翔介绍，今年迎
春花市规模收缩对花卉产业有较大影响，特别是
盆花。“以盆桔为例，通常种植两到三年结果，因此
是提早规划好产量的。现在量上来了，但渠道被
压缩，如果无法开拓渠道，花农将遭到较大损失。”

与盆桔不同，鲜切花价格略有上涨。陈宗翔
解释，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疫情以来一
批花农被淘汰，产量减少；二是花农在源头上压缩
产能，现产现卖；三是前段时间低温天气，冻伤一
批花；四是进口花卉减少，需国产鲜切花补充。

花商有何“自救”措施？开拓线上渠道是花商
普遍出路。

据了解，一些花商不仅自己有线上销售平台，
还加入了岭南花卉市场引入的第三方平台“易批
花+”。在“易批花+”微信小程序上，年宵花专区有
蝴蝶兰、剑兰、黄色大花蕙兰等，价格标注清晰。
据悉，该平台已进驻岭南花卉市场约 2/3 花商，在
平台上购满200元即可包邮，广州地区次日达。平
台负责人温志辉告诉记者，接下来专区将推出年
宵花组合套餐，比如银柳+蕙兰+百合，方便市民购
买。利达龙进口花卉公司负责人叶迎贤说，进驻
该平台后，他的门店25%的销售额都是在平台上获
得的，有效减少了因疫情遭到的损失。

“要线上线下结合，中高端和大批量花材线上
较难卖。”陈宗翔表示，已考虑进驻社区，布点卖
花，目前正在洽谈筹备。“如果成功了，不只是在过
年前，以后也可以常态化开展。”

“健康码全国互认、一码
通行是普遍性的原则要求，

‘码’上加‘码’是个例、是特
殊，确有原因暂不能与其他
地区互认的，要先报告。”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
15日强调。

一些地区防疫健康码不
互认，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人员流动的一大困扰，降低
人员通行效率，并有可能因
扫码查验造成人员聚集。

针对这一问题，连维良
在当日召开的全国春运电视
电话会议上说，今年春运期
间，要落实好防疫健康码统
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
认、一码通行。各地要依托
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落实

健康码互认机制和规则，明
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
息在各地区可信可用。

“要把疫情防控放在今
年春运工作的首位。”连维良
强调。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副局长周宇辉介绍，我国
冬春季疫情将呈现多点散
发、局部聚集，甚至多点同时
出现聚集性疫情的情况。

对此，周宇辉认为要切实
做好春运全链条疫情防控，倡
导群众留在当地过年，非必要
不流动，确需流动时错峰出
行；加强路途疫情防控，要求
旅客乘坐交通工具时全程佩
戴口罩；加强疫情应对处置，
严防疫情扩散。 （王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处于关键时期，随着新冠病毒疫苗的
不断研发和附条件上市，接种疫苗的
人 将 越 来 越 多 。 冬 季 又 是“ 献 血 淡
季”，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能献血吗？

根据国家卫健委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的《血站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引》通知，对于曾接受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的献血者，建议暂缓献血，暂缓
时间为相关情况结束后至少 28 天。而
目前获批使用的疫苗均为二剂次接种，
期间间隔14-28天，即从打第一针开始，
至少 42-56 天内不能献血。这也意味
着，如果大规模集体接种新冠疫苗，会
有较长一段时间献血人数锐减。

对此，广州血液中心呼吁全市各
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
在接种疫苗之前、在新春来临之际，一
起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动中。

另据悉，日前，国家卫健委、中国
红十字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
生局发布《关于表彰 2018-2019 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
广州市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荣誉称号。

2020 年，广州市共有 38.4 万人次参
加无偿献血，献血量达 58 万个单位，采
血总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位。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张学元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广州花市档位缩减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沈钊

老广素有春节“行花街”的传统。然而，因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
峻，深圳、珠海、清远、江门、肇庆、佛山等地已宣布取消2021年迎春花
市，广州多区缩减花市档位。

帮助花农，各界在行动。为减少花农的损失，在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指导下，羊城晚报战疫护农“218”数字矩
阵再次出动，联手盒马鲜生、滴滴、华润万家等新
加入的“小伙伴”，助力“2021广东迎春网络年货
节”，促进产销精准对接，为广东花卉
及年货产品打开新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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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家吗？可出差吗？
要测核酸吗？需隔离吗？”这可
能是近期很多人出行前的困
惑。春运将至，多地疫情出现反
复态势，各地出行政策不一。对
此，15日，腾讯出行服务小程序
上线“疫情期间出行政策查询”

功能，便于用户出行前实时查询
出行政策，做好疫情防控准备。

13 日 ，携 程 也 上 线 了
“2021春运返乡防疫信息查询
平台”，分区域汇总更新多地
疫情防控政策。

（王丹阳 唐珩）

节前火车票预售量大跌近六成

羊城晚报联手盒马推出“迎春花市”，
让市民线上线下都能买花

15 日，羊城晚报战疫护农
“218”数字矩阵打响助农卖花的
“第一枪”，与盒马鲜生合作，在广
东地区紧急上线“迎春花市”项
目，一边对接本地花农和年花基
地快速打通供应链，一边测试推
出配送服务、方便用户线上线下
购买春节年花年桔。

帮助花农渡过难关，已是迫
在眉睫的事情。

在佛山的兰花科技园，花农
陈学今年精心种出 12 万株兰
花。他说，去年这个时候，兰花基
本被订完了，而今年只销售了不
到一成，“香港也取消花市了，几
万株的大订单也没了，几千个花

盆都堆在仓库。如果这样下去，
整年的功夫就要白费了”。柳暗
花明，这个月初盒马鲜花采购员
张蕾来到基地，了解了品种、规格
等详情后，一次预订了基地 30%
的产量，成为陈学今年最大的订
单。

短短一个星期，张蕾和团队
跑遍了广东的年宵花基地，签下
了年桔、蝴蝶兰、“五代同堂”、红
掌、银柳等40多款年花和鲜花的
订单。

接下来，采购团队将规划好
成本、安排物流服务。“年宵花‘金
贵’且造型不一，运输过程容易发
生花枝折断、盆破碎等问题。在

克服春节配送运力紧张的情况
下，我们尽量改良出更抗震、保暖
的包材，并通过快速路测，解决年
花‘最后3公里’配送问题。”盒马
深圳区域总经理孙庆阳向记者表
示。

“其实，‘云花市’已经讲了很
多年了，但由于配送运输难的问
题，成熟的‘云花市’一直没有被
开设出来。”陈学认为，“云花
市”需要上游的花农、花卉培养
基地，中游的运输服务商以及
下游的零售终端齐心协力，才
能够真正开起来，“今年，在疫
情倒逼之下，‘云花市’可能会
迈向成熟”。

15日，在盒马深圳皇庭广场
门店，新开设的年宵花专区前，
挑花买花的顾客络绎不绝。专
区中除了年桔、蝴蝶兰等传统品
种，还有剑兰、银柳、腊梅等当季
鲜切花，花卉品质优良且价格有
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盒马 2019 年就
已推出卖花业务，通过基地直
采、城市干线物流、配送到家和

数字化运营管理，实现鲜花“白
菜价”，将鲜花消费变成高频次
的日常生活消费。此前，上海等
城市的盒马门店已设立了花卉
专区。

广东人显然更爱买花。深圳
门店花卉销售紧俏。除深圳外，广
州、佛山等地的盒马鲜生都在紧锣
密鼓筹备开设年宵花专区，部分门
店下周就能铺开落地。

有观点认为，在今年多地鼓
励“就地过年”、减少人员流动的
大环境下，羊城晚报联合盒马推
出的线上线下“迎春花市”，既能
有效帮助花农“过冬”，又能做好
供应保障，让市民买肉买菜的同
时，将年花买回家中。这不仅是
疫情下花市保供的有力举措，也
为未来年宵花的销售开辟了长期
可行渠道。

全国铁路春运客流预计下调至2.96亿人次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唐珩 李志文

距离春运开始还有十余天。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各地提倡“就地过年”的
大环境下，今年春运客流量总体呈现铁路、民航下降，公路上升的趋势。

15日，记者从2021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今年节前火车票预售
较往年同期下降近六成。

公路方面，春运前一批工程已经或即将完工。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向粤西
联通辐射的重要通道开阳高速，月山站出入口16日0时正式开通。

春运一码通行！
健康码全国互认

疫情期间出行政策实时在线查

接种新冠疫苗后
能献血吗？
至少间隔42天

盆栽花卉专业村

“网上花市最难卖
的就是年桔”

困
境

出
路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汪曼 实习生 薛思宇

花市花市上云 40多种年花年桔上线

开设开设专区 鲜花成日常生活消费

多方多方助力 迎春年货“保供稳价”

岭南花卉市场

盆花遇冷鲜切花涨价
2/3商户进驻云花市

网上花街 促销年花

市民在岭南花卉市场挑选鲜花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新洲村年桔种植基地，年桔丰收，生意却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