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一份手信 买一份情怀
过年买海味，是老广们不变的动

作。对他们而言，这或许是家中传
统，也是老广风俗。

走进一德路海味街，海水腥味
扑鼻而来，临街商铺摆满了各式各
样的海味产品。临近春节，海味街
热闹非凡，除了有运货的手推车
声，商家的叫卖声、顾客的询价声
在海味街此起彼伏。

“ 买海味到一德路”，这句话
在老广心中耳熟能详。沿着海味
街骑楼商铺一路直走，不少市民
亲 临 到 海 味 干 货 店 挑 选“ 心 水
货”，市民双手提着“战利品”，小
推车塞满了大包小包的海味。

今年结识了女朋友的吴先生
正在挑选辽参、花胶、瑶柱，想在
过年期间带上广东手信探望女朋
友的家人：“我家在茂名，听朋友
说一德路卖海味最出名，特意前
来挑选。今年要跟女朋友回湖南
老家，所以要用心准备好见面礼，
买海味特产是最好的选择，除了
体面，还是广东特产。”

海 味 除 了 是 体 面 的 手 信 代
表，也是广东人家庭新年菜式中
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家住海珠
区东晓南路的张阿姨每年专门来
一德路买海味，提前为家庭开年
饭做准备：“每年都会根据好意头
的菜式选购海味，比如，‘发财好
事’要准备蚝豉；如果做家庭盆菜
会 选 购 干 鲍 、辽 参 、瑶 柱 等 食
材。”

近 年 来 ，不 少 外 地 人 愿意到
广 州 过 年 ，感 受 广 府 的 新 春 文

化。老家在湖北的王小姐今

年准备和家人在
广 州 就 地 过 年 。
对 于 广 东 海 味 ，
王小姐说自己了
解 甚 少 ，更 不 知
道怎么烹煮才能
品味出食材的灵
魂 ，而 即 食 盆 菜
是 王 小 姐 的 首
选 ：“ 买 一 个 盆
菜 ，一 家 人 可 以

围在一起和和气气一齐品尝。”

二十多年海味店
见证老广口味不断创新

海味街的临街商铺店面普遍不
大，但每间店铺内的海味产品却是
老广们寻找团年美味的地方。这里
有不少门店，经营超过20年，见证了
老广口味的不断变化，也让自己的
商品不断与时俱进。

映参堂就是其中一家。该店一
楼店面大约有 30-40 平方米，在记
者采访期间，店铺内挤满了前来挑
选海味的顾客，老板王少伟说：“临
近春节，订单多了不少，无论是散客
还是批发，每天都有人下单。”

王少伟驻守在一德路海味街已
有二十余年，上世纪90年代末，王少
伟从汕尾老家运干货海产品到广州
售卖，后来自立门户，主要经营鲍
鱼、海参、鱼翅等产品。除了售卖传
统的海味干货，王少伟在 4-5 年前
发现了新商机，便开发即食海味产
品。在研发初期，王少伟也受到身
边人的质疑，但他的一句话改变了
同行们观念。王少伟说：“饭店的鲍
鱼、辽参都是提前做好再呈上饭桌，
即食海味从制作到食用也是同样道
理。”

兼任广州市海味干果行业商会
副会长一职的王少伟，对一德路海
味街的发展深有感触。据王少伟观
察，近几年来，受到疫情等因素影
响，干货类海味产品的销售额出现
下降趋势，而即食类产品的发展势
头不俗。“以映参堂为例，即食类海
味产品在近一年来上升了约百分之
三十，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能卖出
约200盒的即食辽参、即食花胶等产

品。即食盆菜同样大受欢迎，订单
发往全国各地，甚至运到哈尔滨、新
疆、西藏等地方。”王少伟说，即食产
品的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大多数消费者有能力承担。

五谷杂粮辽参、葱烧辽参、杂粮
花胶……近年来，即食海味产品出现
了多元化的新口味，据王少伟介绍：

“现在不少消费者注重健康，行业商
家根据市场需求，结合食物特性推出
营养均衡的即食产品，除了有传统口
味，新派口味也在市场上面世。”

随着年轻人饮食习惯和消费习
惯的转变，王少伟认为，即食海味将
迎来市场发展的良好趋势：“目前，一
德路海味街只有4-5家店铺能将即
食海味产品打造成品牌规模，如果整
条海味街的商家能转型探索即食海
味，或许能让海味街迎来新发展、新
机遇。”

线上海味产品促销火热
市民选择多

一德路海味街热闹非凡，线上网
购平台的年货味同样浓郁。如今，
各大网购平台为市民提供了“足不
出户，送货到家”的便利，市民选购
年货多了不少可选择的途径。记者
浏览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商家们在
春节前早已上架了各种类型的海味
干货，无论是简便的散装，还是“高
大上”的礼盒套装，市民都能在电商
平台上选购心仪的产品。

鲍鱼、海参、元贝、虾干、蚝豉
……在淘宝平台上，商家在页面上展
示了不同种类，不同产地的海味干
货产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
等，产地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
区。即使老广们想购买来自北方的
海味产品，商家基本都能提供“包
邮”服务。

临近春节，商家们除了在种类和
包装下做文章，也推出吸引了消费
者眼球的优惠价。例如，京东商城
早已打响“年货节”的促销旗号，某
品牌推出的海鲜荟萃礼盒买两件打
九折，部分品牌则推出满额减免的
优惠券。同一个品牌的海味礼盒套
装也推出多种类型的产品组合，可
供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锅中海味热腾腾——

是大海的味道？
是温情的芳香！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实习生 李雅琪

线上线下，涨声一片！按照“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原则，各区明
确设置的线下鲜花售卖点目前已有342个。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走访
多区以及荔湾区芳村岭南花卉市场批发点，发现几乎各类年花都呈
现不同程度的涨势。与此同时，本地年花、网红产品成为今年花卉市
场新亮点。

交通：
广州 5号线滘口站A2出口，坐便民车

就可直达市场B区，便民车仅需3元，非常
方便，建议搭乘。自驾前往的市民，在市场东门有
停车场。

开放时间：
早上9:00至晚上9:00，最热闹的时间是上午

9时和下午3时。
买花攻略：
1、提前15日购买兰花，可考虑购买单枝，回家

自行组合，价格相对便宜。
2、准备一个小拖车或大袋子，多买几种花花拿

起来也不会累。
3、今年年桔相对充足，可以适当讲价。
4、热门花卉供应量有限，除夕前一天再去捡便

宜的规律今年未必适用。

在年花价格普涨的情况下，
记者发现，本地年花品种重新受
到热捧。岭南花卉市场办公室
负责人介绍，广东地区最有本地
特色的年花品种应该是百合、剑
兰。这些种类花期不短，保养不
难；受气候、运输的影响较少，价
格相对稳定。今年以来，不少人
就舍弃了热门的蝴蝶兰，转而购
买本地年花。

在抖音等社交平台大红的
银柳福桶也引起不少市民前来
购买。业内人士介绍，银柳粤语
谐音“银、楼，有银有楼”，普通话
谐音“银流”意头（寓意）很好”，
是这几年东南亚华人间的网红
产品，如今这股热潮又来到中
国。他介绍，国内银柳的重要产
地是四川，前几年，岭南花卉市
场发现向泰国出口的银柳数量
增加，然后热潮又蔓延到柬埔
寨、新加坡、越南等华人较多的
地区。他们发现，经过创意设
计，银柳已经成为网红产品，在
当地寓意纳福招财，非常受欢
迎，“现在热潮又蔓延到了国

内”。
网红产品的概念也让不少

商家发挥创意，打造新热点。广
州“我要花”公司董事长助理姚
女士带着记者参观了今年最受
欢迎的“网红产品”。他们对蝴
蝶兰组盆设计了命名为“圆圆满
满”的圆型提灯组花和命名为

“江山如画”的方型提灯组花，这
两款都分别做出了大中小三个
尺寸，方便市民们按需选购。买
回家后仅需插上usb接口的电
源，便会“光彩夺目”，蝴蝶兰在灯
光的映衬下更加清新淡雅，摆在
家中十分好看。另一款“网红年
花”便是银柳福桶，寓意着过年必
须红红火火。福桶中的银柳可以
与其他年花随意组合，与绣球组
合便寓意为圆圆满满，节节高升；
与冬青组合则寓意着生活顺意，
红红火火。小福桶“中国红”价格
为 79 元，中正福桶有 148 元和
158元两种价位供选择。由于银
柳保存时间久，形态维持的时间
长，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解到，
包括蝴蝶兰、桃花、水仙等年花
品种价格都有大幅上涨。其中
蝴蝶兰各品类涨幅在 20%到
30%之间，桃花涨幅在 10%之
间。涨幅最大的是水仙，价格
涨幅可达到50%。

岭南花卉市场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的大部分花价
或将上涨 10%-30%，原因和疫
情造成的运输受阻有关。据介
绍，中高档年花，如兰花一类，
需要从国外引进种球到国内种
植，受影响最大，一旦检验检疫
出现问题，损失可达千万元。

此外，国内一旦有城市发生
疫情，有严格保鲜
要求和时间的各
类花卉市场商户
无 疑 受 损 最 直

接。比如，去
年“5·21”本
土疫情期间，
荔湾芳村地

区的花商们损失少则几十万元
多则上百万元。

不少花商鉴于各种不确定
性，采取了保守稳妥的应对措
施，有了“宁少赚不亏本”的观
望态度。花农今年的花卉种植
面积保守，产量与往年相比便
有所减少，从而导致了花价的
上涨。今年极端天气依然明
显，温控难度较大的桃花和水
仙受影响最大。记者看到，岭
南花卉批发市场里面，有些桃
花、水仙依然看不到开花的迹
象，有些花期已经到了尾声，分
化非常明显。

相关负责人介绍，有一些温
控水平比较差的小鲜花企业，
今年的损失也大。各类因素叠
加，造成鲜花货源供应紧张。

年花市场涨声一片年花市场涨声一片
本地品种网红概念本地品种网红概念双双走红双双走红

供应紧张之下，市民买花热
情丝毫不减。无论是在岭南花卉
市场，还是各区街道的线下鲜花
售卖点，记者看到，到处人头涌
涌。

岭南花卉市场的商家告诉记
者，为了保证家里有中意的年花，
从元旦开始，每天前来买花的人
都络绎不绝。加上今年提倡大家

“就地过年”，留广的人多了，也
促进了花卉的销售。尤其是盆栽
植物，销售走势理想。

在现场选购花卉的市民李女
士就介绍：“早点来买也没有问
题，反正可以摆两三个月。”春节
期间气温较低，盆栽花卉保存时
间长，市民们为了预防年前疫情
变化，都纷纷提前购买年花。

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人买
年花不但是观赏，也有讨彩头的
意涵。今年西湖路等大花市停
办，让大家一下子都过来芳村这
边来走一走。他介绍，人流比以
往增加至少三成。

此外，线上商家的整体采购
量也非常可观。据介绍，目前全
国花市已形成了信息共享、价格
透明的市场环境。商家介绍，有
部分从业人员已经直接到云南、
江苏等鲜花生产地就地打包发
货，竞争十分激烈。良性竞争
也 做 大 了 市 场 ，据 介 绍 ，现 在
广州往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东
南 亚 等 地 的 鲜 花 货 量 都 没 有
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甚至还
有增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春炜 实习生 刘颖颖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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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年味在大街小巷发
散，置办年货的街坊在广州街头
奔走。提到年货，除了有贺年糖
果、挥春、糕点等，海味干货也是
老广心中重要的年货物品。

一份家庭式的盆菜、一锅花
胶瘦肉汤、一份扣辽参……在老
广们常见的团年饭菜式中，少不
了海味干货的身影。在农历虎年
来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
越秀区一德路的海味市场人气极

旺，线上海味同样卖得火
热，年货海味市场洋溢着
浓烈的迎春氛围。

虾干

瑶柱

干鲍鱼

市民在购买海味市民在购买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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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花商已经适应线上线下相结合，新产品层出不穷

新鲜年花已大批到货，但受供
应限制，今年货源偏紧

色彩鲜艳的银柳是今年的网红年花

蝴蝶兰今年价格上涨明显

创意产品福桶网络热销，在东
南亚地区也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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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高 本地+网红年花值得关注

需求旺盛 市民买花热情不减反增涨幅惊人 多因素致热门花卉抢手

达濠鱼丸产于汕头市濠江区达濠
岛，靠海吃海的达濠人自古形成了爱吃
鱼丸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因为对海
洋和鱼类有着深刻的把握，达濠人自豪
地说：“只有达濠人才知道什么月份鱼
最鲜美，最适合做鱼丸。”

做达濠鱼丸的主要食材就是在达
濠渔港捕捞的“那哥鱼”或“马胶鱼”，为
什么非得使用达濠本港鱼呢？这是因
为达濠港海域水质咸度适中，鱼鲜有胶
质，特别是“那哥鱼”蛋白质和水分非常

丰富，肉质像豆腐
一般细嫩，非常适合
制作鱼丸。

传统达濠鱼丸的制作工
艺里，最重要也是最苦最累
的是“打浆”。要“摔打”到鱼肉的胶浆
渗出，称为“吐浆”，达到这个效果才能
使达濠鱼丸真正具有脆、嫩、滑、爽的牙
感和神韵。

烹饪起来，达濠鱼丸也绝对是最
受年轻人欢迎的“懒人菜”。仅仅需要

清汤或者高汤煮开几分钟，辅以有“神
仙菜”美誉的紫菜，再简单调味即可上
菜了。丸子爽脆鲜甜，紫菜柔滑可
口。正印证了那句美食节目的经典旁
白：美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
烹饪。

也能打乒乓球的达濠鱼丸
到像在海里浪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实习生 郑楠鲜

最近潮汕牛肉丸入选了冬奥餐饮菜单，将被
送上冬奥会运动员的餐桌。在丸子文化历史悠
久的潮汕大地，还有另外一种同样可以用来“打
乒乓球比赛”的丸子，就是以弹、脆、酥、爽著名的
达濠鱼丸。搭乘广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的东风，达濠鱼丸正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
动这一广东特色美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过去达濠鱼丸的制作还只是手工
作坊制作，相对零散，产业规模集聚不
足，效益不明显。如今，达濠鱼丸已经
产业化，“达濠鱼丸”成为濠江区首个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随着现代化、自
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产能大大提升，产
品远销海内外。

去年年底，汕头市濠江区水产产业
园被列入 2021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建设名单，搭乘广东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的东风，达濠鱼丸再次加快了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作为汕头市濠江区水产产业园的实
施主体之一，金派食品已经实现规模化
生产，生产车间里26条自动生产线及4
台速冻螺旋机马力全开，每天能够生产1
万公斤鱼丸，从原料到成品只需要 120
分钟。整条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进行
控制。产业园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方
式，省工高效，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推
进了传统食品生产的转型升级。

但产业园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产业升

级。总投资 2 亿元，规划建设范围约
140.11平方公里的汕头市濠江区水产产
业园，将统筹布局园区管理及水产产业
的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
功能板块，打造区域产业竞争制高点。

近日，在产业园的带动下，濠江园
区内水产企业积极对接RCEP市场，努
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开新
的增长通道。1月20日，汕头市濠江区
水产产业园的牵头企业、冠海水产 40
吨水产预制菜正式发货出口至RCEP成
员国和美国，这是汕头市今年首次出口
水产品至RCEP成员国和美国，是濠江
水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积极开展
RCEP贸易活动的具体行动。

接下来，达濠鱼丸这一传承百年的潮
汕美食，也将搭乘广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的东风，继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达濠鱼丸的产业发展，还将带动上游的海
洋捕捞、养殖种植产业，以及下游的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传统美食撬出大产业

！！

达濠鱼丸 受访者供图

达濠鱼丸 受访者供图

弹牙爽口，鲜到像在海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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