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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郑州花市，从高速发展走向调整转型
相比以前“逢年必涨”，今年有涨有落

高大上的一锤子买卖少了
家庭需求花卉越来越多

每到年末，除了置办传统年货，越来越多的市民喜欢到花卉市场转一转，买一束百
合，让家里芬芳四溢；或者插一束玫瑰，让家中温馨浪漫；又或者拎一些小多肉，尽
显可爱俏皮。确实，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鲜花绿植从曾经的走亲访友之品，
逐渐变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点缀和装饰，但相较于其他产业，在去年经济处于深度
转型和调整期，花卉市场依旧异军突起，表现可圈可点。
然而，纵向来看，对于花卉从业者而言，就像爱情逐渐从热恋走向平淡，郑州的花卉
市场，也正从高速发展走向调整转型。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文 马健/图

年末花卉市场开始火热
为了真实了解年末的花卉市场

究竟如何，记者特地选择了非周末进
行调查。上周四，在大学路政通路附
近的花卉市场，人来人往，因为不是
周末，多以老人为主。

“快过年了，在外工作的孩子也
该回来了，买点鲜花绿植，把家里打
扮打扮。”在大学路居住的宋女士说，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到过
年才能吃肉、穿新衣服，平时想吃啥、
想穿啥都可以买。因此，今年她置办
年货的重点集中在花卉上。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跟宋女士有
相同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连着好
几年了，不仅是过年，平时还有过节，
都会买点鲜花点缀一下。”市民孙先
生说，原来觉得鲜花绿植都是生活的
非必需品，不舍得买，可现在经济条
件好了，买点鲜花放家里，又好看又
芬芳，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市民的心声往往化为行动，这
不，记者在花卉市场转一圈，几乎每
个摊位前都有市民在忙碌选购。

“1月中旬以后，生意越来越好，周
末人会更多，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主卖多肉绿植的陈女士说，销售情况
和往年差不多，市民最喜欢购买的绿
植产品多以50元以下为主，集中在绿
萝、多肉、小型盆栽等；而鲜花则多集中
在水仙、百合、风信子、红掌、凤梨等。

不过，相比以前“逢年必涨”的规
律，记者发现今年的花卉市场，有涨有
落。据陈寨花卉市场副总白占芳介
绍，今年风信子、水仙的价格相比往年，
至少下降了10%左右，风信子批发价
从每株5元下降到3.5元左右，而水仙
则从每株3.5元下降至3元。

“由于受到种植面积缩小等因素
影响，蝴蝶兰的价格上涨非常明显，
往年低时，七八元一株，高时也不超
过 20 元，今年年末，蝴蝶兰可以卖到
每株30元。”白占芳说。

如此看来，花卉的终端消费市场比较
火热。那么，批发市场如何呢？上周末，记
者赶往郑州双桥花卉基地进行采访。

虽然上周六刚刚下过雪，但在双桥花卉
基地偌大的停车场上，满满当当的都是车。

“从上午6点开始，基地就车来车往，到8点以
后，基本上就没有停车位了。”双桥基地负责
人田晓光说，一些商户为了给前来进货的客
户占停车位，早上5点多就来到基地。

“年前真是太忙了，几乎24小时不停歇，
主要是外省前来进货的订单太多，每天都是接
货、下订单、发货。”在双桥基地经营十几年的曹
女士说，他们开的是夫妻店，进入1月份开始，
老公基本上常住广州，不停地往回发货，而她

则驻守郑州，从郑州将货再发往其他省份。
此外，在双桥基地，记者看到了一份这

里近几年的车辆进货数量统计表。数据显
示，2012 年，双桥基地的车辆总数为 1589
辆，2013 年为 2358 辆，2014 年为 3406 辆，
2015年为4000辆。

“我们统计的只是装卸花卉的标准车，
其实还有很多小型车辆，我们都无法统计，
太多了。因此，实际的进货量远远超出我
们统计的数学。”田晓光说。

同时，除了车辆数据，更能反映一个行
业发展的还有销售数据。田晓光说，2014
年，双桥基地包括花卉、园林、配套等全部的
销售额在20亿元，而2015年达到25亿元。

从种种市场现象和销售数据来看，在
经济深度调整期，相比其他产业，花卉市场
可谓异军突起、成绩斐然，然而，事实果真
如现象一样漂亮吗？

“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只能
说，比着其他产业，花卉行业算是日子不错
的，但跟从前相比，高大上的一锤子买卖逐
渐减少，而面对市民需求的家庭型花卉越
来越多。”白占芳说，现在郑州的花卉市场
那种闭着眼睛、不思考不转型就能挣钱的
日子一去不复返。

正如很多数据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白
占芳说，虽然2015年的整体数据都是增长
的，但单拿双桥基地25亿元的销售额来说，
的确比2014年多出了5亿元，但是2015年，

双桥基地比之前也增加了两个交易园区。
“投入多了，产出也会多，因此实际的销
售数据跟去年是持平的。”白占芳说。

据了解，自 2012 年以后，受到“国八
条”影响，郑州的会议用花和商务用花受到
很大打击，高端花卉市场份额逐渐缩小，因
此，陈寨花卉市场及时调整思路和布局，转
向家庭消费型用花，通过几年的时间，转变
商户观念，培育终端市场。

“原来商户们都喜欢接大单，一次会议
用花或者商户高端用花，就可以维持很长
时间的利润。现在一锤子买卖的大单减少
了，从业者就必须及时调整，把目光转向普
通的大众消费者，虽然每单很小，但聚少成
多，利润还是有的。”白占芳说。

升级传统市场
打造电商平台
生意似乎就是这样，不能一成

不变，既要有传统的经验作指导，还
需要积极适应市场的新变化，对于
花卉行业来说，他们也在积极地和

“互联网”相结合。
白占芳说，电商或许会成为一

个时代，但现在更多的是工具，所以
实体店经营者包括花卉行业，要学
会使用这个工具，而不是被这个工
具打败。

“一提起批发市场，大家总觉
得会比较低级低廉，因此我们现
在一方面是对市场升级改造，因
为 实 体 店 还 是 人 与 人 直 面 的 交
流，总比隔着屏幕来得亲切，我们
正在郑州市积极地铺点，满足各
个区域，方便各个区域购买。同
时，要把市场打造成一个集观赏、
休闲、购物、赏花于一体的大型花
卉商场。”白占芳说，此外，还要积
极布局互联网。

据白占芳介绍，他们现在正在
做一个花卉平台，届时将把旗下的
商户集中到这一平台上，并首先针
对全市或者全省的商户布局，随后，
慢慢向全国推广。

“目前，全省花卉的种植面积
达到 140 万亩，在全国可以排到前
五。而作为集散地批发市场，陈寨
花卉市场一年的销售额可以达到
40 亿元，在全国也可以排到前五。”
白占芳说，花卉行业是个朝阳产
业，同时也是可以拉动当地就业及
创业的产业。因此，花卉行业的未
来依然美好。

车辆进货数逐年增长

转向家庭消费型用花，从“大单”到“小单”

市民在花店里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