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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位于云南昆明呈贡区的斗

南花卉交易市场比平时更热闹了。头戴花

环、手捧花束、吃着鲜花饼，是很多游客尤其

是年轻人在斗南花市看花、买花、游玩的标

配。“各种鲜花都有，很喜欢这里。”来自江西

的周昱汐手捧一束鲜花，一边和朋友闲逛，

一边询问着不同鲜花的价格，“买了就快递

回去，很方便。”

姹紫嫣红、价格实惠，每天上市 117 类、

1600 多个品种鲜花，出口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作为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斗南

花市早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马玲和蔡建华夫妇在斗南花市从事鲜

花销售多年，玫瑰、郁金香、芍药、洋桔梗等

鲜花摆满了他们的摊位，不断有市民、游客

前来询价、购买。“跟去年相比，今年的人数

明显多了。节假日期间，游客会比平时多很

多，销售量能翻一番。我们也会多准备一些

货品供顾客选购。”马玲告诉记者，很多外地

游客买了花都是直接寄回去，方便快捷。因

为鲜花品质好，不少游客加微信后都成了回

头客。

热闹的现场“大采购”，只是整个鲜花大

市场最显眼的部分，背后还有全产业链上的

很多环节，如紧张刺激的鲜花拍卖。据昆明

花拍中心发布的数据，随着“五一”和婚礼旺

季的到来，终端用花需求大幅增加，供货量

保持高位运转。

在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有限公司的拍

卖交易大厅内，300 多位鲜花经纪人紧张地

盯着大屏幕上显示的鲜花品类和快速降序

的价格，在合适的价格上迅速按键，竞逐心

仪的鲜花。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曹阳告诉记者，“我们的竞拍品类

以玫瑰为主，节假日期间婚庆市场需求量

大，拍卖后将发往全国各地。紧跟‘五一’假

期之后的‘520’，市场需求量还将大幅增长，

也是我们近期所重点关

注的”。

与游客实地观赏游玩、购买之后

快递回家不同，昆明市民周熙月选择

在网上购买鲜花。“有时候工作忙，没

时间到花市购买。”周熙月说，“网上种

类齐全，不少鲜花也很便宜，配送到家

及时，品质有保证。”

这得益于鲜花电商的快速发展，以及

保鲜仓储和物流配送的创新与进步。“针对

国内鲜切花消费主流趋势，公司联合高校科

研团队成功研发了鲜切花保鲜技术，创新保

鲜仓储。”一花一叶农业发展（昆明）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怡和介绍，基于客户需求，公司

积极推进供应链服务，打通鲜花产业链上下

游交易模式，扩大鲜切花交易规模，提升产

品品质，并与网络主播合作，开拓鲜花直播

市场，助力鲜花产业发展。

“我 们 积 极 推 进‘ 花 旅 融 合 ’，为 游 客

创造舒心的环境，打造斗南流量经济。”斗

南 花 卉 产 业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段 禄

斌告诉记者，针对人气集中的节假日，斗

南通过鲜花音乐节、鲜花夜市等形式，营

造鲜花、游玩、打卡等多元素综合体验，为

游 客 打 造 观 花 赏 景 的 旅 游 平 台 。 斗 南 花

卉 产 业 园 区 去 年 旅 游 人 数 达 400 多 万 人

次，以节日活动促进花卉产业、文旅融合

发展成效显著。

鲜花消费的旺盛，离不开鲜花品种的

持续上新。前不久，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花卉研究所与呈贡区合作建设的国际花卉

技术创新中心举办了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活

动，集中展出 76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

季新品。段禄斌表示，斗南花卉产业将

依托花卉科研机构优势，加强花卉新

品种选育、种苗繁育等方面的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吸引更多全球花

卉创新资源进驻斗南，持续提

升斗南花卉的全球影响力和

品 牌 知 名 度 ，为 消 费 者 提

供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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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 ，在 咖 啡 馆 、茶

馆、书店等传统消费场所，

兴起一种新潮流：白天是

传统商业业态，晚上则变

身为演艺舞台，呈现别样

精彩。同一个场地空间，

不同业态灵活切换，商旅

文体融合发展所形成的消

费 新 场 景 正 成 为 城 市 新

地标。

近年来，商业、旅游、

文化、体育四大领域融合

发展，成为新的消费增长

点。围绕以商兴业、以旅

融 城 、以 文 化 人 、以 体 聚

力，各地着力创新培育融

合消费场景。北京市重点

打造街区、露台、近山、亲

水、赛事、演艺、夜间、数字

等融合消费新场景；重庆

市布局南川、大足、武隆、

巫山等区县培育建设商旅

文 体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城

市等。

碰撞出精彩，融合促

发展。从具体实践来看，

营造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的

消费新场景首先须因地制

宜，找准相融的结合点，以

标杆性项目“引流”，通过

探索打通文体产业、旅游

产业与商贸业、服务业等

领域产业链条，实现深度

融合发展，推动消费持续

攀升。上海市规定满足演

出场次每年不低于 50 场

等指标，便可将写字楼、商

场、园区的非标准剧场转

换为“演艺新空间”；广州

开心麻花 168 空间集“戏

剧演出+餐饮娱乐+文创

产业”于一体，既能看到开

心麻花多个 IP 好戏，还能打卡麻花主题特色美食。不同业

态突破空间限制，互融共促，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

文旅“大餐”。

深挖文化内涵，提升业态相融品牌度。“文化为魂，体验

为王”是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的关键。融合消费新场景具有

多元要素，满足多样消费。一场“村 BA”或马拉松、一碗麻

辣烫或一个“王婆”，就能带火一村一城、一地一景，上演“流

量”变销量的热闹景象。据统计，成都大运会期间，前往成

都的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10 倍，酒店订单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近 26%。实现多业态融合发展需要开拓思路、

整合资源，聚焦地方特色文化，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的消费新场景，从而实现全景化体验、全时化消费、全业化

融合、全民化共享。

打造流量“引力场”，增强情景相融新鲜感。消费市场

从来不缺新场景，缺的是具有吸引力的新场景。新场景要

有新鲜感，必须保持创新活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不是生

拉硬拽，整个“大拼盘”，而是体现巧思、潜移默化，将消费者

所需与市场场景所能结合起来，增强消费吸引力，汇聚人

气。在新消费时代，应更加注重个体化表达和网络化营销，

以市场需求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做到会破圈、会造景、会

玩梗。

鲜 花 热 销 在 春 城
本报记者 管培利

特色商品引客来特色商品引客来
本报记者 苏大鹏

4 月 20 日，记者在商家云集的

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看到，马迭尔面

包、马迭尔冰棍、烟囱面包等哈尔滨本

地特色食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各门店前，

数十米的排队长龙屡见不鲜。各式西餐厅

更是需排队等位，“尔滨”系列冰箱贴等文创

产品供不应求⋯⋯

特色商品最吸引消费者。入春以来，中

央大街因极具特色的各式商品和餐饮等，再

迎新一轮消费热潮。

“仅清明假期期间，中央大街总游客量就

超百万人次，极大带动了街区和周边的整体

消费。”哈尔滨中央大街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宫

剑虹对记者说。据介绍，为满足消费需求，

中央大街管委办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清明假期、“五一”

国际劳动节等节日期间，均推出系列促消费

活动，街区近百家商家围绕女装、甜品、西餐、

珠宝、化妆品、休闲娱乐等消费热点，推出折

扣、满减等促销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遍布欧式建筑的中央大街极具浪漫气

息，是外地游客和当地居民观光、购物、聚

会的热门地带。带着家人来度假的北京

游客张伟告诉记者：“走在这条百年老

街上，能看到不同风格的欧式建筑，两

侧的商铺经营种类繁多，吃的、穿的、

用的应有尽有，每个人的不同消费

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我们一家人

玩得很开心。”近期，为释放春夏

消费潜力，中央大街管委办还专门引进华为

智能生活馆、寻城迹沉浸式体验街区项目、英

迪格酒店、哈尔滨小街等一批文旅项目，提升

商业品质，释放消费潜能。

中央大街百年老字号和各式餐饮新品众

多，共同构成这里独具特色的美食品牌。为

提升消费体验，中央大街管委办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进行宣传推广。在美食方面，他们利

用街区 13 个非遗老字号品牌及西餐美食、特

色餐饮，制定打卡动线，向消费者展示独特的

街区餐饮文化。释集烤肉、弥欧洋房菜、老厨

家等哈尔滨知名餐馆近期还推出多种创意菜

品，精致的摆盘、独具特色的餐品吸引众多消

费者前来打卡。

在年初文旅爆火的长尾效应下，中央大街

文创产品层出不穷，其中龙粤魔法列车项目出

品的“冰城四季AR冰箱贴”创意产品尤其引人

注目。这款冰箱贴凭借精美的外观和趣味的

AR动画效果，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游客和网友

纷纷留言表示“喜欢”，还有网友“求代购”。龙

粤魔法列车还陆续推出了非遗白瓷丁香花、冰

雪系列主题丝巾、黑龙江主题纸雕灯系列产

品，都很受欢迎。

“五一”假期期间，中央大街还推出老街画

师、时尚秀场、阳台音乐、魔法花园等多种活

动。“我们将持续推出特色文旅产品，以优质高

效的政务服务、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不

断释放中央大街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宫剑虹说。

百 年 梨 园 花 事 盛
本报记者 王胜强

进入 4 月，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

大石各庄村的百年梨园里，千亩梨花

竞相绽放。一棵棵古梨树挺拔多姿，

繁茂的树冠犹如一把把撑开的大伞，

朵朵梨花如雪，百年梨园成为一片

花海。

随着一年一度的梨花节拉开帷

幕，大石各庄村变得热闹起来。丰富

的乡村文旅消费场景邂逅美丽春光，

游客们在这里或踏青赏花，或采风拍

照，或焚香品茗。“赏梨花美景，认养

梨树，体验农耕，亲子 DIY 大锅饭，安

营扎寨，这里太好玩了！来了就不想

走。”再次来到百年梨园的外地游客

代华润赞叹，在这里吃喝玩乐“一站

式”，价格也实惠，真是赏花休闲的好

去处。

“我们这里有萌宠乐园、猫咖，还

有 室 外 凉 亭 、环 形 水 幕 ，可 烧 烤 露

营。”“不好意思，今天民宿有团建活

动，已住满，您要预约明天了。”归心

梨苑民宿里人声鼎沸，负责人刘建光

一会儿热情地向客人们介绍小院的

特色，一会儿给订不到房间的游客耐

心解释。

“自从 4 月份梨花开了以后，民宿

接待的游客越来越多，尤其是周末，

基本都要提前预订。我自己完全忙

不过来，不仅家里人过来帮忙，还雇

了几位村民过来帮忙。”刘建光说。

大石各庄村位于潮白河以东，距

离北京、天津不远，村民世代种梨，已

有 450 余年种植历史。全村现有梨园

1300 余亩，梨树 75000 棵。其中成方

连片、保存基本完好的百年老梨树面

积达 350 亩，树龄在百岁以上的梨树

有 432棵，400年以上的有 42棵。

为发展百年梨园乡村文化旅游，

吸引更多京津冀游客来消费打卡，大

石各庄村自 2006 年起每年都会在梨

花盛开、梨树结果时节举办梨花节、

采摘节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梨为媒、

以花为介，植入书画展、民宿、亲子乐

园、中医药康养、特色小吃等元素，拓

展消费新业态，打造“百年梨园·醉美

大石”农业旅游文化品牌。

随着百年梨园名气日益叫响，不

少村民借着旅游热在家门口做起了

生意。沿着游客中心前的公路向东

走百米，梨园一隅，“七星小院”的精

致招牌引人注目，院内布满形态各异

的帐篷和天幕。这里不但可以作为

当地人的休息场所，也可作为游客停

留的空间。夜幕降临，天幕外彩灯闪

烁，梨树下游客欢歌笑语，为村庄带

来人气。

“之前村里的劳动力大多务农或

者外出打工，自从有了以梨花梨园梨

果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活动，每年都吸

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给村民带

来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和可观的经

济收入。”七星小院经营者王洪涛说，

这里每到周末就迎来大批游客，高峰

时都要排队等位。

“ 大 石 各 庄 村 紧 紧 依 托 北 京 城

市副中心环球影城外溢效应，集中

整合村内闲置民宅、闲置空地、集体

建设用地，联手古梨树文化传媒有

限 公 司 、中 医 药 科 普 园 ，合 力 发 展

‘梨园+中医+民宿康养’项目。”大石

各庄村村党支部书记赵劲松介绍，

他们还为每个宅院配租 1 亩梨园，拓

展百年梨园文化新领域，开辟京东

文化旅游新亮点，打造民宿旅游经

济新引擎。

目前百年梨园内的 5 个“梨园+

中医+民宿康养”民宿宅院已投入运

营，日接待游客能力为 100 人。每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 45 万元，全村经济总

收入 1600 万元。如今的大石各庄村

民实现了从传统种梨卖梨到传播梨

文化的转变，百年梨树成了村民的致

富树。

对于如何充分挖掘赏花经济潜

力，让“赏花+”的花事更盛，赵劲松表

示，下一步，将在大力打造“赏花+采

摘”“赏花+露营”等旅游多元化模式

的基础上，逐步加强梨产品深加工，

构建观赏游玩、民宿康养、文化休闲

等新业态，提供内容更丰富、体量更

大的消费游玩场景，把乡村旅游做得

细水长流，把游客变成常客。

左图左图 哈尔滨中央大哈尔滨中央大

街一角街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右图右图 游客在昆明呈游客在昆明呈

贡区斗南花市选购鲜花贡区斗南花市选购鲜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管培利管培利摄摄

河 北 省 三 河 市河 北 省 三 河 市

燕 郊 镇 大 石 各 庄 村燕 郊 镇 大 石 各 庄 村

百年梨园内百年梨园内，，游客正游客正

在品茗在品茗。。

李李 岩岩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