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玫瑰花应声上涨玫瑰花应声上涨 红玫瑰最火红玫瑰最火

七夕节与爱情有关，鲜花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近日，记者走访市场看到，不少花店已将玫瑰摆

在明显位置，大马头花店、小王子的花房、夕拾鲜花工
作室等，早在 8月初便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等，推广
七夕定制花束、定制礼盒等。

不少花店老板表示，近来不同颜色的玫瑰价格均
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预计七夕当天价格会比平时上涨
一倍左右，七夕节的红玫瑰最受青睐。目前，红玫瑰
一支 3至 4元不等，有些花店还有香槟色、紫色、粉色、
黄色等玫瑰，一支 4至 5元不等，还有些花店售有橙色
小玫瑰，大小为正常玫瑰的一半大，一支约为 6元。

除了传统花束，一些花店还推出联名花束礼盒等
特色产品。市区南昌路的大马头花店的店主介绍：

“七夕我们与巧可栗栗首度联名推出了‘鲜花与巧克
力’花盒、花束，里面含有红玫瑰与玫瑰造型的综合口
味巧克力。此外，我们店里也有厄瓜多尔天空玫瑰花
束、灿烂星河满天星花束等。”

在美团等外卖平台，记者搜索“七夕鲜花”，看
到绿洲花店、八彩鲜花、花匠先生、如意花坊等花店
已上线七夕花束的外卖配送服务，除了花束，还有
养乐多与满天星搭配、棒棒糖与满天星搭配等“网
红”零食花束。

影院有甜蜜专场也有情侣座影院有甜蜜专场也有情侣座

七夕，除了鲜花，看一场电影也是很多人的选择。
七夕档期，我市院线将有《深爱》《测谎人》《催婚》

《失恋之城》《秘不可言》等 9 部影片，其中 5 部影片为
爱情片。各大影院铆足了劲，在各大线上订票平台
推出了提前订票优惠促销活动。早在上周，《深爱》

《测谎人》《秘不可言》《西游鱼之海底大冒险》便开启
了预售模式。漳州碧湖万达影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我们推出了《盛夏未来》七夕节 13 时 14 分的甜
蜜专场活动，双人套票仅需 77 元。”

记者走访还发现，漳州多家影院已推出情侣座，
如金逸影城(漳州红星 IMAX 店)、漳州碧湖万达影城、
铁树影城（建元店）等。这类情侣座大多位于最后几
排，基本上是双人沙发，中间没有扶手，且沙发两边有
隔板，私密性较好。

“七夕推出了情侣座，希望给予大家更舒适的观
影体验。”金逸影城 (漳州红星 IMAX 店)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情侣座一般空间较大且私密性较好，低
声交流也不太会影响到隔座的人，很适合情侣或者
闺蜜。”

提醒消费者，下单时，大多数情侣座是一键下单
就可选定这两个座位，只想买单张票的影迷需注意。

应景甜点应景甜点、、美食纷纷上线美食纷纷上线

上周，不少甜品商家已陆续推出节日主题造型的甜点，
并开启了预订服务。

打开美团或饿了么等订餐 App，可以看见不少蛋糕工作
室的页面列出了七夕专属蛋糕定制的项目，造型大多以玫
瑰花为元素。业内人士预测，由于不少消费者会购买应景甜
点，今年的七夕甜品市场依旧火热。不少商家表示，这几天，
已有一些消费者提早订购了七夕蛋糕或甜品。

在 85℃（延安北路店）内，摆放着“赴约七夕 从‘美’开
始”宣传展板，介绍七夕节蛋糕——凡尔赛玫瑰蛋糕。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将玫瑰花瓣与荔枝相结合，搭配优质
动物奶油，精心打造这款七夕蛋糕。”

除了蛋糕，巧克力也是七夕节促销的重点。在一些大
型超市内，各式各样精美包装的巧克力早早地被摆放在显
眼位置，各种“买减”等促销活动也已上线。“德芙心语礼盒
原价 39.9元，现在 35元，比平时划算多了。”一位在沃尔玛漳
州印象汇店选购巧克力的女士说道。

不少商家还推出了七夕套餐。漳州松月自慢料理推出了
“七夕限定 鳗鱼料理”套餐。“之所以选择鳗鱼，是因为鳗鱼是一
种很‘钟情’的生物。”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还准备了心动小彩
蛋，消费者在现场手写告白，我们将用火漆密封，消费者可以现

场送给伴侣，也可以带回家收藏。” ■本报记者 林 露

明日就是七夕啦，市场上的“浪漫
经济”迅速升温。花店、电影院、商场等
纷纷活跃起来，推出特色产品、优惠活
动等，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送鲜花、吃甜点、看电影……一起
来看看，哪些才是七夕的正确打开方
式？

85℃凡尔赛玫瑰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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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汤圆、螺蛳粉、自热火锅……这些品类多元、健康
美味的方便速食产品，曾因受外卖挤压而销量大跌，如今却
在不断的创新中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

根据 CBNData发布的《2021速食青年消费趋势报告》，
方便速食行业近年来稳健增长，产品价格上升明显，预估国
内市场规模超过 2500 亿元。而线上市场近一年的增长率
更是超过七成。

麦片冲饮麦片冲饮、、半成品菜等半成品菜等““新速食新速食””出现出现

从 2019 年到 2021 年，国内方便食品制造企业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双双增长。线上速食市场的消费额、渗透率稳
步提升。对比线上食品市场，线上速食市场的消费额、消费
人群、客单价、消费频次增速更高，速食市场空间广阔。

产品类型中，传统品类如方便速食、速冻食品仍占据主
流，但麦片冲饮、复合调料、熟食、半成品菜、速食提货券等
新兴品类的出现，大大丰富了速食市场格局。近一年间，新
锐品牌数量提升，为速食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报告显示，女性是当前速食市场的主要消费人群，但男
性客单价略高于女性，且消费额占比有所提升。“85 后”“90
后”“Z 世代”消费额占比高于其他人群，构成速食产品的核
心消费力量。对比其他代际，“Z 世代”的客单价还有上升
空间，仍有消费潜力。

对比 2020年，全部城市线的速食消费客单价均有所提
升，一线城市客单价领跑其他城市线，二线城市消费额占比
最高。不同城市线消费者对速食的需求存在差异，一、二线
城市消费者表示出对低脂、低糖、低卡速食的偏好，低卡是
一线城市消费者目前最大诉求。

已婚已育人群是速食消费的主力人群，其客单价、客单
价提升幅度高于其他人生阶段人群。单身人群的消费额占
比提升，是不可忽视的速食消费潜力人群。不同人生阶段
消费者的速食食用场景也存在着差异，单身、恋爱期、准备
结婚的人群偏好在宿舍和夜宵场景下食用，已婚未育人群
偏好户外食用场景，已婚已育人群偏好家庭使用场景。

速食解乡愁速食解乡愁 地域特色美食快速地域特色美食快速““出圈出圈””

线上速食市场中，地域美食的消费额增长迅速，成功拉
长食品销售半径，其中以鸭血粉丝、江苏米粉等地域特色美
食增长最快，螺蛳粉当前消费额占比最高，以好欢螺、螺霸
王为代表的广西品牌凭借螺蛳粉成功“出圈”。

华东地区速食消费额占比最高，其次为华南、华北地
区。从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速食美食偏好度排行榜可见，家
乡味道被偏爱，小笼包、鸭血粉丝、江西米粉、车仔面、冷面、
热干面、重庆小面、绵阳米粉、油泼面等地域特色美食纷纷
上榜。

后疫情时代，以拉面说、空刻为代表的“家庭厨房”式速
食产品涌现，因口味优势和简单易操作的烹制手法受到欢
迎。提升消费者下厨体验的半成品菜迎来大幅增长，半成
品菜中的肉类、水产、豆制品消费增速提高。

速食使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宽。夜宵是最多被提及的场
景，其次是宿舍和家庭。熬夜党最爱购买的速食品类为“方
便面、拉面面皮”“方便粉丝、米粉、螺蛳粉”和“即食火锅”，
酸辣、麻酱、海鲜口味受到偏好，香辣、变态辣、麻辣等重口
味在夜宵时间较少被选择。

奇葩还是真香奇葩还是真香？？新奇口味不断涌现新奇口味不断涌现

值得关注的是，粽子、汤圆、元宵等传统食品登上速食
赛道后，也不断涌现新奇口味。粽子推出螺蛳粉、榴莲、臭
豆腐等“真香”口味，芝士、五仁、蛋黄等网红口味的汤圆、元
宵迎来消费额的迅速提升。

粽子口味方面，北方地区偏好豆沙、蜜枣类等甜口，南
方地区偏好蛋黄、鲜肉等咸口，呈现出南咸北甜的口味偏
好。在北方地区，新疆和西藏表现出对海鲜粽子的偏好，在
南方地区，臭豆腐、螺蛳粉、榴莲等新奇口味受到偏爱。

在汤圆、元宵口味上，北方地区表现出对传统芝麻、花
生口味的偏好，南方地区则偏好紫薯、板栗等绵柔口感。北
方地区，榴莲、芝士等新奇口味纷纷登上餐桌；南方地区，草
莓、蓝莓、榴莲等水果口味受到欢迎。

自热食品作为速食行业的新兴力量，不仅在口味、包装
上展开差异化竞争，也拓展出自热面、自热麻辣烫等新的细
分类目。直播为自热食品带来有利助攻，自嗨锅、开小灶等
自热食品品牌还运用了 3D绿幕和虚拟主播等技术，给直播
间带来更多话题和看点。

人们对代餐、低糖、低脂、低卡等关键词的关注，使得相
应的食品迎来增长。代餐食品中冲饮麦片占据主流，王饱
饱、欧扎克等国产品牌瞄准代餐速食、低脂瘦身场景，收获
一批粉丝。

此外，提货券消费正在不断提升，粽子提货券、方便速
食提货券、冷链速食提货券是主要的提货券品类。其中，
粽子提货券多在端午前被购买，方便速食提货券在暑假
期间迎来全年消费额高峰，冷链速食提货券在春节期间

最受欢迎。 ■中 新

家乡味道受偏爱
“速食青年”最爱地域美食

立秋，不少人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发布
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少人发现，这“第一杯奶茶”都
有“椰子元素”，奶茶界悄然刮起椰子风。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瑞幸咖啡、茶百道、古茗等不少
饮品店都推出了与椰子有关的饮品，不仅奶茶，咖啡、果茶
等也上架不少椰子相关产品。在喜茶（漳州碧湖万达店），
记者看到了椰椰雪糕、椰椰脆筒、椰椰冻雪糕杯等。记者询
问哪款椰子产品最受欢迎，工作人员介绍，生打椰椰奶冻最
火，目前已售罄。

不少饮品品牌在今年“摘椰子”。据有关机构统计，近
6 个月便有 20 多个连锁饮品品牌推出含有椰子元素的产
品，总计有 132 款，将椰奶、椰浆等作为基底使用的产品有
68 款，使用椰果、椰子冻等椰子风味小料的有 80 款。产品
品类涵盖咖啡、奶茶，包括星巴克、麦当劳、奈雪的茶、瑞幸
等企业。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以椰子这一区域特色水果为元素
的现制饮品增多，这是企业主打差异化的表现。以中式奶
茶为例，其目前进入了一个产品同质化、渠道同质化、人群
同质化、推广同质化、模式同质化的节点，而椰子作为健康
且有价值感的植物基饮品，带有健康标签，符合消费升级下
的选择需求。同时，作为一款水果原料，椰子符合茶饮品牌

“熟悉但不大众”的选择需求，从季节角度看，椰浆更能满足
消费者在夏季对茶饮的清爽性需求，是一款消费者认识但
购买不高频的产品，能体现更好的价值感。

■本报记者 林 露

饮品界刮起椰子风

进入 8 月以后，我市猪肉价格略有回升，蛋品水果
价格上涨，蔬菜价格微降。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8 月上旬我市居民主要副食
品价格（每 500 克超市、集市均价，下同）稳定，较 7 月下
旬微涨 0.67%，其中猪肉上涨 4.15%、水果上涨 2.25%、蛋
品上涨 1.46%、蔬菜微降 0.98%。

猪肉价格止跌回升猪肉价格止跌回升

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北桥市场、西洋坪菜市场等菜
市场及新华都、大润发等商超了解到，猪肉价格小幅上
涨。据了解，自今年 2 月份开始，猪肉价格持续回落，连
跌 26 周，进入 8 月止跌回升。业内人士认为，肉价连续
下跌的势头或停下了脚步。

在新华都（胜利店），正在挑选猪肉的李女士表示，
近期价格虽然有所上涨，如五花肉每斤价格 10.8 元，相
对于之前 30元的高价，已经是实惠了不少。

市发改委商价科监测的 4 种猪肉数据显示，猪肉价
格 3 涨 1 降：带皮后腿肉 13.01 元、精瘦肉 18.24 元、排骨
32.4 元，与 7 月下旬相比分别上涨 13.5%、9.6%、0.3%；肋
条肉 16.84 元，与 7 月下旬相比微降 0.3%。整体猪肉价
格较上月同期比上涨 4.28%。

对于 8 月上旬猪肉价格略有回升，市发改委商价科
专业人员分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临近中秋、国庆
节假日，肉制品加工厂家对猪肉需求增多，市场对猪肉
消费能力回升；二是对于生猪价格的持续下跌国家启动
三级预警政策，给予养殖户养殖信心，引导合理出栏，减
少竞价亏损；三是部分市场、超市停止平价猪肉销售活
动，价格略有回升。

蛋品价格持续上涨蛋品价格持续上涨

7 月以来，蛋品价格出现了阶段性上涨。农业农村
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 10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
格平均为 10.67 元/公斤，较 7 月 6 日的低点 8.86 元/公
斤，上涨了 1.81元/公斤，一个月涨幅达 20.4%。

漳州市场的蛋品价格也出现了小幅上涨。市发改
委商价科对鸡蛋、鸭蛋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我市蛋品价
格略有上涨，较 6 月上涨 3.51%。8 月上旬价格持续上
涨，鸡蛋 5.96 元、鸭蛋 6.51 元，与 7 月下旬相比分别上涨
1.5%、1.4%，整体蛋品价格较 7月同期比上涨 4%。

市发改委商价科专业人员分析，8 月上旬蛋品价格
上涨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临近中秋节，月饼

制作开始，咸蛋黄需求加大；另一方面是台风天气因素，
蛋品运输损耗增多，且产蛋率下降。

记者走访看见，不少商家已开始销售月饼，如大润
发（漳州店）、85℃（延安北店）等，蛋黄口味的月饼不少，
如蛋黄莲蓉月饼、蛋黄红枣月饼、蛋黄牛肉月饼、蛋黄紫
薯月饼、蛋黄肉松月饼等。

部分蔬菜部分蔬菜、、水果价格上涨水果价格上涨

不仅猪肉、蛋品价格上涨，部分蔬菜和水果也出现
了明显上涨。

记者在市区北桥市场、西洋坪菜市场等了解到，近期
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明显。

西洋坪菜市场的陈摊主告诉记者：“因为持续降雨，
蔬菜价格贵了很多，有些价格几乎翻倍。如空心菜之前
一斤 2.5元，现在涨到 4.5元；油菜之前一斤约 2元，现在也
要 5元左右。8月以来，蔬菜价格在 9日、10日上涨幅度最
大。但洋葱、土豆、冬瓜等易储存的蔬菜价格没有上涨。”

市发改委商价科监测数据显示，8 月上旬蔬菜价格
涨跌互现，相对稳定。监测的 18种蔬菜 9涨 6降 3平：其
中上涨较明显的有茄子 2.91 元、大白菜 2.72 元、圆白菜
2.57元，与 7月下旬相比分别上涨 16.4%、10.1%、7.5%；下
降较明显的有胡萝卜 2.54 元、蒜薹 7.4 元、尖椒 4.77 元，
与 7 月下旬相比分别下降 15.1%、9.1%、6.8%。整体蔬菜
价格较上月同期比微降 0.46%。

对此，市发改委商价科专业人员分析，虽受台风天
气影响，部分蔬菜价格上涨，但两季接茬现象缓解，部分
当季蔬菜上市量增多，总体蔬菜价格相对稳定。

此外，市发改委商价科监测的 4 种水果价格 2 涨 1
降 1 平：梨 4.75 元、西瓜 3.46 元，与 7 月下旬相比分别上
涨 5.6%、4.5%；苹果 5.99 元，与 7 月下旬相比微降 0.2%。
整体水果价格较上月同期比，微涨 0.86%。

市发改委商价科专业人员认为，8 月上旬水果价格
上涨，主要是受天气因素影响，水果产量减少，加之今年
人力、运输成本均上涨，市场销售价格随涨。

■本报记者 林 露 通讯员 赵美燕

8月上旬主要副食品价格稳定

连跌 26周后，猪肉价格止跌回升。 林 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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