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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3 年，稳就业迎来利好预期。随

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

费摆在优先位置，各地纷纷推出多项促进消

费的具体措施。消费环境的回暖将积极带动

就业岗位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提高就业

创业水平。

消费与就业是互促共进的关系。促进消

费有助于稳定企业发展，促进企业稳岗扩

岗。当企业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就会更加

注重员工的薪酬待遇和技能培训，从而提高

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面向未来的信心。当广

大居民提高收入待遇，就会更加关注生活质

量的改善，进而促成传统消费升级和新型消

费培育。

消费与就业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如果把

国家统计局关于就业、收入、消费、服务业等

几组数据联系在一起分析，可以观察到消费

领域和就业领域所发生的良性互动。一是服

务业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人员

的主要力量。2021 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

员为 35868 万人，占比达 48.0%，其中 16 岁至

24 岁年龄段青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占比均

达 70%以上。二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等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在

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就业弹性、增加劳动者收

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劳动者工资

收入逐年增长。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35128 元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24100 元，同时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生活品

质不断提高。四是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

级。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44.2%，交通出行、

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消费快速增长。由此

可见，劳动者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过

程中，所得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带动了消费水

平持续提高，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上述数据一方面呈现了经济社会正在发

生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消费和就业都是

经济发展中的变量。如何让变量成为增量，

以便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2023 年是尤为

关键的窗口期。必须看到的是，当前无论就

业还是消费，各有各的烦恼，面临着不少的难

处和挑战，消费市场的回暖往往不是线性上

升，而促进就业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想解决这些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提振信

心是必然的选择。从哪里寻找信心？消费与

就业的相互促进给我们提供了明晰的路径。

增加消费的底气，要找准发力点，把实招

用于需要的企业和人身上。服务业、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对消费与就业而言是“活跃地

带”，他们不仅占据就业容量的半壁江山，也

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着眼于这些市场主体

遇到的难题，相关方面要拿出真招实招，进一

步优化消费环境、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他们在

稳定经营的“大气候”里健康发展、稳岗扩

岗。同时，制定促进消费措施时既要从消费

出发，又要向消费的供给端发力，在改善消费

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等方面为双方搭建桥梁。

释放消费潜力，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用创新来提升就业质量和消费结构优化升

级。目前，数字化与绿色化等发展新趋势以

及平台企业创造的新职业与新就业方式，不

断重塑着人们对于就业流动性和就业稳定性

的新认识，更让居民消费方式发生了深刻变

革。新的一年，应当更加注重技术进步，借助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提升消费的质量和精细化水平，为新职

业与高质量就业发展持续提供新动能。 随着春节临近，浓厚的节日

氛围点燃了鲜花消费的热度。特

别是周末，各大鲜花市场人潮涌

动，购买鲜花的人络绎不绝，人们

用鲜花装扮家庭，一同迎接农历

新年的到来。

1 月 8 日上午，位于北京市王

四营的“花花市界”鲜花市场门口

停满了车辆。尽管天气寒冷，但

是 前 来 选 购 鲜 花 的 人 可 一 点

不少。

“快过年了，家里不摆点鲜

花，总觉得缺点啥。早就听说王

四营这家鲜花市场品种多，价格

实惠，今天特地带老公和孩子过

来转转，你看买了这么多。”北京

市民韩洁对记者说，她家住在太

阳 宫 附 近 ，到 这 里 需 要 20 多 公

里。自己很喜欢养花，但是平时

工作忙顾不上，只能偶尔在超市

或者网上买点配好的。

“来鲜花市场集中采购一次

很划算。”韩洁边说边向记者展示

着她的“战利品”，有两大束玫瑰

花、一束洋牡丹、一束百合、一束

向日葵。“这么多买下来总共花了

100 多元钱，真是物超所值！”

位 于 市 场 东 侧 的 一 个 档 口

里，店主陈伟民正在给百合花喷

水修剪。“我家专门卖百合花，今

天的价格是粉百合 45 元一束，白

百合 40 元一束。这些都是从沈

阳运送过来的，这些年东北大棚

种植的鲜花品质很不错，很多商

贩像我一样冬季去北方鲜花基地

进货。”陈伟民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对

于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仪

式感、氛围感、幸福感成为重要的

追求目标。鲜花既可以净化空

气、调节温度，又能陶冶心情，符

合当下消费升级的趋势。养花逐

渐成为一种风尚。在抖音、快手、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鲜花”“花

艺”“插花”等成为高频词汇，人们在平台上分享买花、养

花心得体会和经验，引来不少网友围观。这些年，鲜花已

从“节日消费”“悦人消费”渐渐变为“日常消费”“悦己消

费”。艾媒咨询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47.6%的受访消费者

表示买花是为了“装点生活环境”，28.8%的人为了“愉悦

自己”。

“现在城市生活节奏这么快，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压

力都不小，家里有点花花草草，真的是能够起到放松心

情，改善氛围的作用。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不断提高，靠

的不就是身边点点滴滴的改变吗？”韩洁坦言。

记者注意到，在线下实体店鲜花售卖火爆的同时，线

上电商销售也蓬勃发展，寓意美好的鲜花经济正催生千

亿元级消费新业态。有统计显示，2021 年中国鲜花电商

市场规模为 896.9 亿元，预计 2022 年达 1086.8 亿元。除

了花加、花点时间等垂直鲜花电商之外，京东、淘宝、美

团、叮咚买菜等电商平台也早早开始布局鲜花电商领域。

据京东小时购 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3 日

数据显示，近期鲜花销售增长迅速，尤其在腊八、元旦等

节假日更为显著，通过即时消费小时达的方式购买鲜花

已经成为消费者的首选渠道之一。2022 年“双十一”期

间，京东生活鲜花品类成交金额同比增长超过 80%。京

东鲜花负责人表示，生活鲜花增长明显，除节日、纪念日

外，越来越多消费者在日常也希望体验花香为伴的精致

生活。未来，生活鲜花的产品与体验将进一步升级，产地

直发模式有助于鲜花电商降低成本、提升花材品质。

“近 10 年来，我国鲜花相关企业注册量整体呈上升

趋势。2022 年，我国新增鲜花相关企业 4.5 万余家。”天

眼查数据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戴玉玺分析指出，随着鲜花

消费市场趋热，鲜花企业除了提高鲜花品种丰富度、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和优质服务外，还需要大力拓展电商

模式，融合更多互联网新技术，让鲜花消费打入新零售生

态圈。

劳动者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过程中，所得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带

动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增加消费的底气，要找准发

力点，把实招用于需要的企业和人身上。释放消费潜力，要培育消费新增长

点，用创新来提升就业质量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鲜花装点精致生活

本报记者

常

理

“水果冰淇淋”从黄河滩走进千家万户——

冬 日 飘 香 软 儿 梨
本报记者 赵 梅

“冬天的第一个‘软儿梨’必须安排上！”

每年大雪节气之后，被称为“水果冰淇淋”的

“软儿梨”就成了甘肃兰州人家冬日餐桌上的

必备美味。

每年 12 月中旬到 1 月初，正是软儿梨的

热销季。软儿梨也叫冻梨、香水梨，是甘肃省

兰州市皋兰县的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在兰州市西固区、皋兰县和白银市靖

远县等地都有出产。皋兰软儿梨集中产于有

“世界第一古梨园”之称的什川镇，黑石、水

阜、忠和、石洞、九合等镇也有种植。每到销

售时节，各地果农都忙着收获果子，争相把自

家的最好产品拿出来，展示来自黄河滩上的

地道产品。

黄河滩上产奇果

皋兰县软儿梨种植历史悠久，什川镇海

拔 1400 多米，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很适合种

植软儿梨。

“什川古梨园面积约 12000 余亩，现存梨

园核心区面积 3939 亩，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梨

树有 9423 株，软儿梨年产量约 500 万斤。”皋

兰县什川镇副镇长陶世伟说，盛果期的皋兰

软儿梨树，最高株产可达 1200 斤，平均株产

600 斤。

皋兰软儿梨的果实近圆形，秋末冬初成

熟。初收采摘时，其色黄中带绿，青中泛红，

果肉较硬而味道微酸。若将鲜梨用麦草加温

“发汗”经 10 多天，便呈淡黄色，皮薄质软，酸

甜适宜。然后将无损伤的梨拣出，贮藏于窖

内或室内木架板上，经 40 多天，果肉细胞发

酵软化，果皮变褐返砂，果味变甜，此期称为

“化心”或“糖心”。

随着气候变冷，果子冻结如石，吃时仓促

不能消融，若用火力，就会变酸，失去原来风

味。这时就要将其置于温暖处自然化开或静

泡于冰水中。约 10 多分钟后，冰壳凝其表

面，捞出后去掉冰壳，梨软如泥，浆液充盈，味

甜胜似蜂蜜，且富酒味。吃时撕破表皮，用嘴

吸吮，一包如糖似蜜的果汁顿时溶入口中，甜

津津、凉丝丝，清香无比，沁人肺腑，余味久久

不绝，正所谓“皮薄一包水，化肉一团泥”。因

此，皋兰软儿梨也称“香水梨”。

“冰天雪地软儿梨，瓜果城中第一奇，满

树红颜人不取，清香偏待化成泥”。于右任先

生曾这样赋诗赞软儿梨。每年深秋采摘后，

待果子经西北寒冽的冬天糖化、变黑后，才是

皋兰软儿梨正宗的吃法，成为当地群众严冬

里的一道特色美食。

“黄河滩上生长的梨因为肥水充足，盆

地气候湿润，个头大，肉质肥厚饱满。”在兰

州打工的什川镇南庄村村民魏著新说，品软

儿梨是乡愁情结，而推介宣传软儿梨则是他

的心愿。

“软儿梨皮糙肉厚，耐折腾，果农把采摘

的果子直接放在篮子里，贮存也无须温暖的

地窖，只要放到一个通风透光、几乎露天的棚

子里。”魏著新说，堆放软儿梨的地方是一张

用“粑子”搭成的床，上面到处是孔，刚摘的梨

就要在这种通透的地方发酵。软儿梨经历这

样风吹日晒的过程后开始由绿变黄，由硬变

软，再又由黄变黑，由软变硬，从青涩到成熟，

逐渐抵达味觉的巅峰。

绿色果子不愁卖

一个个受冻糖化后的软儿梨呈深巧克力

色，等自然解冻后，剥去外皮，奶油色果肉便

呈现眼前，入口酸甜软糯。

“等到果肉变软，一掰两半，果肉变甜，就

说明糖化好了。”皋兰县什川镇长坡村果农魏

彩虹说，此时冻到冰柜里就可以售卖了。“自

然化果口感最好，我们的果子都很干净，扒了

皮可以直接吃。”

今年 50 岁的魏彩虹家里世代种梨，20 多

岁出嫁后婆家也种梨。30 岁时，她和老伴接

管了家里的果园，辛苦操持，不仅种了 2 亩软

儿梨，还种桃子等水果。魏彩虹说，她种果子

施农家肥，绿色纯天然，所以果子品质好，颇

有口碑。有的客户十几年来都买他们家的

果子。

“今年产量减少了，大果收了 1.2 万斤左

右，往年能收 2 万斤。”魏彩虹说，软儿梨按重

量划分，半斤以上算大果，4 两、3 两算中果，

2 两半以下的就是小果，今年应该是软儿梨

的丰收年，但是受天气影响，产量不及往年。

“自从成立了合作社，软儿梨就不愁卖

了！”魏彩虹说，以前她的父辈拉着车、挑着担

子拿软儿梨换粮。后来市场价格好了，她也

与其他果农一样，拉着小平板四轮车到兰州

菜市场、小区售卖。虽然家里都有冰柜，但是

容量小，会有 40%左右的损耗。如今，他们把

果子直接交到合作社，不仅不用操心售卖，又

能保障收入。

“想都不敢想，自己种的果子能卖到全国

各地！”魏彩虹说，以前的软儿梨就卖到兰州

周边，自从有了专业合作社，就销往了全国

各地。

商品化才能走更远

今年 35 岁的卫万铎是土生土长的什川

镇人。曾在兰州市做制冷业务的他，返乡后

看到软儿梨单一的销售模式，便在 2019 年 6

月成立了皋兰古树花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并

建起了 300 平方米、储存量 60 万斤的第一座

大型冷库。如今，冷库库容增加到了 3000 平

方米，可以储存 400 万斤软儿梨。什川镇南

庄村、北庄村等 9 个村的 499 户果农都加入了

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营销模式让软儿梨走

得更远。

卫万铎说，之前果农家家户户的冰柜容

量小，销售方式是头天摘果子，晚上冻一冰

柜，第二天就用小推车拉去售卖。随着天气

变暖，院子里冻不住，冰柜里冻的果子数量有

限。如果在 20 天内卖不完就会开始变质，损

耗比较大，当时，果农收获的软儿梨中能卖的

成品只有五分之二。

“以前是‘卖半月’，现在是‘卖四季’！”卫

万铎说，如今，专业合作社有了冷库就变成四

季销售了，“即使在夏天也有卖。”2019 年开

始四季销售以来，软儿梨销售夏天主要供应

酒店，而且优化了包装，有独立真空包装和碗

包装两种。产品也销往深圳、北京、上海、成

都等地，受到外省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平

常打电话订货、公司团购的都很多。

“去年，合作社整体销售量是 110 万斤，

省外销售 40 万斤左右。今年的销售局面正

在打开，先以兰州市场为主。”卫万铎说，为了

延伸产业链，今年他们还申请了加工生产线，

将把 3 两以下的果子都加工成梨汁。

“什川镇现在有 73 家合作社，其中国家

级合作社 2 家，省级合作社 2 家，市级示范合

作社 1 家，县级示范合作社 1 家。”陶世伟说，

随着近几年的发展和政府管护力度加大，软

儿梨正在从农产品向商品转化，不仅销售范

围越来越广，而且产业链延长了，附加值也在

增加。

“随着市场的认可，软儿梨产业发展前

景相当可观！”陶世伟说，皋兰软儿梨不仅是

“中华老字号”，也是“甘味”特色产品，被农

业 部 命 名 为“ 中 国 首 批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2018 年，荣获“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

金奖。如今，软儿梨不仅走出了兰州，还在

广州、深圳、丽江、西安、宁夏沙坡头等地建

立了销售网点，并通过电商渠道走向东南沿

海地区，皋兰软儿梨成了兰州乃至甘肃的一

张名片。
本版编辑 李万祥 美 编 王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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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北京市王四营鲜花市场内，消费者

在选购鲜花。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图② 经糖化后可以食用的软儿梨。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图③ 果农刚采摘的软儿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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