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安市芳庄乡黄金坳村未来乡村
试点建设项目已完工，施工单位为金华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有关的材料款、民
工工资及其他有关债务，请于2025年1
月21日至2025年4月20日止到金华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结算。逾期未来结

算的，将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联系
电话：0579-83184218、13511490999。

特此公告
金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 1 月 20日

结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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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霜还没退。”这几天，一向温暖

的瑞安迎来冷空气，当天是一周里气温最

低的一天，下地一看，果然——远远望去，

包着菜花的叶子上，白花花的冰霜结了厚

厚一层，“冰霜没退就采收的话，花椰菜容

易变质，我们至少要等到上午9点了。”林

义楷不急不忙地说，有多年种植经验的他

对这种临时状况很“淡定”。

10万亩的花椰菜种植基地水网纵

横，几乎每两条田垄间就有一条沟渠，菜

农的花椰菜便是通过这些沟渠与河道运

输到滨海花椰菜交易市场。高产年份里，

市场日交易量最高可达500吨，是瑞安最

大的花椰菜交易市场，由于临河而置，大

家也叫它“码头”。

尽管当天的花椰菜还在田里，但是

“码头”已是一番热闹景象，“搬运工们4

点就来了！”市场负责人之一叶昌森说，

前一天晚上采摘的一筐筐花椰菜，正

从冷库中被搬至大卡货箱上，等待

装满发车。

“我们夜里2点就来摘了，

一点冰霜都没有，个个都漂

亮！”当天6点45分，第一艘船

装着15筐花椰菜驶来，还没靠

岸，菜农阮林弟就热情地夸起了

自家花椰菜，随后搬运、称重、记

录、套网套、装车……热闹而有序的一

套流程后，她拿着单子，到市场门口的财

务室结账领取货款。“我们知道农民们种

菜很辛苦，寒冬里也是起早贪黑，保证农

户货款现结是交易市场一直以来的传

统。”市场负责人、滨海花椰菜产业农合联

副理事长叶春友告诉记者。

短视频带货也给花椰菜带来了新销

路。“出货了出货了，现在在装车。”来自河

南商丘的客商王磊一边吆喝，一边拍摄短

视频，并发到自己的视频号。他从事花椰

菜收发货生意多年，去年在网上看到瑞安

有10万亩花椰菜基地，便慕名而来，“我

现在的客户都是刷到我的短视频来找我

下单的，你看，最高浏览量有47万。”王磊

说，这里风景美、环境好，花椰菜很受客户

喜爱，2025年他还会在这里常驻。

临近中午，市场越发热闹，岸边载着

花椰菜的船排起了队。12点，一辆装着

8吨花椰菜的货车出发，开往苏州吴中区

南华桥市场，“老张，上次的菜怎么样

啊？这趟马上要发车了！”发车前，叶春

友给老客户打了个电话。他说，今天一

共有10余辆货车花椰菜要从瑞安出发，

每辆可载7至10吨，每天可以收购销售

100多吨。“今年花椰菜价格行情很好，

农户们都很有干劲！”他说，今年由于气

候关系，花椰菜推迟上市，订单量每天还

在不断上升，交易市场春节期间也

不打烊。

瑞安花椰菜种植历史悠久，

在莘塍、上望、汀田的涂园，有

4000多农户从事生产。“菜贱伤

农”，曾经，花椰菜价格波动、自

产自销效率低、病虫害等都影响

着农户的收入。在农民专业合作、

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

村新型合作模式指引下，他们联合起来

成立了瑞安滨海花椰菜专业合作社，抱

团发展。“通过合作社统一指导、收购和

销售，这几年我们花椰菜的市场越来越

大，让‘小农户’连上了大市场，进一步稳

价格、稳渠道，农民安心种菜，收入也有

了保障。”市供销社党委书记林正华说。

身边的身边的

订单满满，春节不打烊
——探访瑞安滨海花椰菜交易市场

■记者 贾洁楠/文 张森/图

岁末寒冬，瑞安市滨海田园花椰菜基地迎来丰收。1月17日凌晨6点，当瑞安大部分市民还在熟睡，家住莘塍

街道四坦村的花椰菜菜农林义楷与妻子已经开着电动三轮车，赶往花椰菜基地。

林义楷种了50亩花椰菜，近来陆续可以采收了。“今年收购价一直稳定在每公斤4元多，跟往年相比价格较高

又稳定，一亩地的收入有7000多元。”林义楷乐呵呵地说。15分钟左右的车程后，林义楷到达花椰菜基地。

市场工作人员搬运花椰菜市场工作人员搬运花椰菜

菜农将花椰菜装船菜农将花椰菜装船

本报讯（记者 张彤瑶 张欣）年糕谐音

“年高”，寓意着“年年高升，步步高升”。

瑞安人过年，年糕必不可少。

近日，在莘塍街道林土娒水磨年糕作

坊内，浓郁的年糕香扑面而来，制作年糕

的师傅们分工明确，动作娴熟，将浸泡后

的大米倒进机器碾成粉，再将米粉放入年

糕成型机，经过蒸制，一条条雪白的年糕

从机器里热气腾腾地冒出来。

“来了！年糕来了！”只见师傅们拿着

热气腾腾的年糕铺在凉台上，顾客们纷纷

涌上前抢购年糕，市民尤女士买了三袋年

糕。“这次我买的不多，买了三袋，他家的

年糕我们吃了很多年，味道不错。除了炒

年糕当主食吃，新鲜出炉的年糕还可以直

接蘸白糖吃，香甜可口。”尤女士说道。

“又软又糯的年糕，勾起童年的回忆，

我家一般一次会买5公斤左右。”付完款

后，市民陈志杰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刚出

炉的年糕。

“年糕作坊我已经开了几十年，每年

农历十月初就开始打年糕。不仅瑞安人

爱吃，还有人专门从温州赶来买年糕。每

公斤6.4元，无论批发还是零售，价格都是

很公开透明的。”林土娒水磨年糕负责人

夏爱月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是年糕生

产的旺季，销售量一天最高可达4000公

斤，一个季度下来，作坊要制作2.5万公斤

的年糕。

“蒸年糕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除了

经验、技巧和火候等基本功外，用料的选

择也是决定口碑好坏的关键。我们家的

年糕是由糯米和大米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制作的。”夏爱月说，做年糕的原料一定要

精心选择糯性强、口感好的上等大米磨成

米粉，为了保证口感的柔软，米粉磨得越

细越好，因为是手工制作，人手有限，一般

卖到当日17时就结束营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顾客都是5公斤或

10公斤团购，不一会儿，当日生产的年糕

售卖一空。

本报讯（记者 叶晨 吴佳妍）日前，马

屿种粮大户吴董淑又和仙降村民合作开

启大规模龙虾养殖。记者来到仙降街道

坎头村进行实地探访。

记者来到田边，看到瑞安市存忠农机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董淑正和工人一起

搬运小龙虾苗，这些小龙虾苗是她早上去

苍南养殖户那边收购过来的。吴董淑告

诉记者，由于天气原因，今年小龙虾苗的

产量减少，供应紧张，往年12月份小龙虾

苗就完成下田，现在1月份了，小龙虾苗

货源还是不足。

据了解，2023年吴董淑和弟弟吴礼

耀在仙降街道坎头村尝试养殖了11亩小

龙虾，经济效益良好。尝到甜头后，2024

年下半年，他们将养殖规模扩大到70多

亩。为保证扩大规模后的养殖质量，他们

又和当地两位村民合作，还请来一位有

20年养殖经验的苍南养殖大户当指导老

师。在小龙虾苗投放过程中，他们在指导

老师的建议下，依据虾塘的大小、虾苗具

体情况，合理安排投放量。

吴董淑说，与水稻种植相比较，小龙

虾养殖的技术细节要多得多，养殖前要先

清塘，用生石灰等杀菌，放苗前还要在塘

里种植水草，增加水里氧气并为冬日的小

龙虾提供躲藏、保暖的场所等。

吴董淑承包的土地正好在马屿、仙

降两地分界线的两侧，她给两边安排了

不同的种植模式。“仙降的田地主要是

‘稻-稻-虾’的农业种养模式，一年养三

季，种两季养一季，以此增加收入。马屿

的田地是‘稻-稻-油’的模式，现在种了

300多亩的油菜。”吴董淑说，在小龙虾

成熟的时候，开展亲子钓小龙虾活动，以

微旅游新模式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让小龙虾产业成为仙降坎头村乡村经济

璀璨“新星”，进一步拓展产业附加值，助

农增收 。

“一水双收 种养双赢”

“稻虾种养”模式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 张彤瑶 张欣）春节将

至，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节日造型消

费莫过于：美甲、美睫和美发。日前，记者

走访了瑞安市区多家美甲店和理发店后

发现，“美丽消费”正火爆。

在文节路的一家理发店，工作日的下

午依旧十分热闹，烫头发的女士比较多，

偶尔会有男士来剪发。

“我从事理发行业有十几年了，每年

春节前客人最多，这段时间平均每天有20

多位客户。大家都打算在新年换个新发

型。价格方面和平时差不多，烫发维持在

600元至700元，一天的营业额在1万元

左右。”这家理发店兰老师介绍，该店顾客

的年龄段大部分在20岁至35岁之间，比

较偏好“随性”和“自然”的发型。

28岁的翁锦榆打算在年前做一个“美

式前刺”的发型。他告诉记者，春节即将

来临，他决定从“头”开始改变自己。

记者注意到，店里的烫染发价格和之

前相比，并没有提升，如果有会员卡，还有

优惠。“我们都是老客户捧场，不会为了眼

前的利益而随意调价，即使在过年期间也

不会涨价。”兰老师说。

除了美发以外，美甲和美睫也是过年

不少女士青睐的项目之一。在罗阳大道

上的一家美甲美睫店内，20余平方米的店

里摆放着两张长条桌子，一位美甲师一边

对照手机上顾客选定的图案款式，一边在

顾客的指甲上绘制花纹、贴钻装饰。

“2025年是蛇年，所以很多顾客会选

择贴‘蛇钻’来迎接新年。”该店主理人刘梦

露表示，美甲是个工夫活，一位顾客如果要

做美甲和嫁接睫毛，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

所以这几天来该店做美甲、嫁接睫毛的顾

客必须提前预约，不然根本没档期。

采访过程中，店内一位刚做完仙子毛

款式美睫的顾客向记者展示着她的美睫：

毛尖很细，像仙子的睫毛一样，嫁接在眼

睛上，使眼睛看起来特别有神。

“美睫的话，年轻的顾客会比较喜欢仙

子款和漫画款；年龄稍长的顾客会选择自

然款，因为看起来很真实、很自然，就像自

己天生的。”刘梦露介绍，虽然近段时间的

客流量是平常两倍，但价格方面没有明显

的变化，他们还特别推出了新年充值活动

来吸引顾客，一天的营业额能维持在4000

元左右。

一天最多卖4000公斤

瑞安传统年糕作坊加工忙

客流量是平常两倍

节日“美丽消费”消费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