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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期一周的广信区美食节在旭

日广场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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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展位涵盖了国内外特色小

吃、民俗文化等，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参观和消费，进

一步繁荣活跃餐饮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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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本报讯 消费， 一端连着百姓生活， 一端系着经

济社会发展。 通过品质与需求的高度耦合， 旺人气、

聚财气、 添名气， 是激活消费、 扩大消费的有效途

径。 今年， 我市计划通过培育饶品消费、 打造优质

商业街区和创新引领绿色消费等举措， 实行消费品

质更新行动， 以更新体验、 更好品质和更优服务刺

激消费需求增长点， 一批消费新地标将应运而生。

培育饶品消费 。 着力打造一系列农特优 “ 饶

品”， 建立大米、 水产品、 茶油、 茶叶、 葛产品、 马

家柚、 红芽芋、 雷竹笋等系列上饶地方名特优产品

名录， 加大本市农特优品品牌整体包装设计和策划

推广力度， 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美誉度。 实施本市

商品畅销行动， 定期开展上饶地产商品“ 产销对接

会”。 实施“ 老字号” 振兴工程， 组织开展中华老字

号和江西老字号企业的推荐工作。

打造优质商业街区。 通过结合本土文化底蕴，科

学定位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让广大群众可

以更深刻地体会到商业街区的繁荣、快捷、便利，更有

力地促进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提档升级。 重点培育打

造特色商业街区、夜间经济示范街区、高品质美食街

区，积极组织申报省级示范商业街区，引领街区百货、

餐饮、文旅消费。 开展诚信建档、一户一码，打造繁荣

有序、诚信经营、服务优质、和谐文明的商业街区，消

费者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查询商家的基本信息。

打造优质消费环境。 逐步优化全市商业网点布

局， 发展社区养老托育和到家生活服务， 构建高品

质、 便利化、 智慧化、 标准化的社区商业新场景 ；

完善城市消费设施， 推动商超企业对农产品直接采

购， 加快改造提升一批产地型、 销地型和集散型市

场， 积极培育消费力集中、 文化底蕴浓厚的商业步

行街、 数字商业综合体； 建强县域商业设施， 鼓励

通过特许加盟、 联营联销、 供应链赋能等方式， 改

造提升现有传统网点， 发展新型乡村连锁便利店 ，

为农民提供商品购买以及电商、 快递收发、 生活缴

费、 农产品上行、 涉农信息等服务； 健全农村流通

体系， 推广应用城乡一体化智慧配送平台、 智能物

流等新模式新业态， 实现工业品“ 下行” 与农产品

“ 上行” 配送网络双向畅通。

创新引领绿色消费。 消费是最终需求， 是人民

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 当前， 以绿色、 可持续为突

出特点的新消费， 正在为释放消费潜力、 推动消费

升级、 促进消费发展开辟新赛道。 引导全市商场 、

超市、 购物中心突出绿色低碳、 环保节能、 智能高

效、 时尚品质、 健康安全五大发展理念， 通过进行

垃圾分类、 资源循环利用、 开展环保公益活动等方

式打造环境优美的绿色商场， 引导消费者树立绿色

低碳、 节能环保的观念， 不断提升绿色消费品质 。

（ 张远 蒋学华 文

/

图）

人间四月天 餐桌竹笋鲜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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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品牌 打造特色 释放潜力

我市实行消费品质更新行动

田墩镇：

蔬 菜 山 露 丰 收 在 望

消费

观察

四月天，竹笋鲜。数场春雨过后，漫山遍野的小竹笋，争先

恐后地探出头，吸纳着春天的雨露阳光，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这个时候，骑着电动车、开着小汽车的人们，一拨一拨地去乡

野掰笋子。

在广信区煌固镇丁宅村 ， 这里有着丰富的竹林资源 ，

每到谷雨前后， 村民们都要到竹林丛中采摘野生小笋， 将

野生小竹笋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比如竹笋炒肉、 凉拌竹

笋、 腌制竹笋等。 小竹笋在烹饪之前， 需要将其焯水， 去

掉苦涩味。 最家常的做法就是做成小笋炒肉丝， 带一点辣

味， 味道鲜香， 十分下饭， 或者将焯水后的小竹笋撕成细

条， 加入酱油、 醋、 蒜末等佐料， 做成凉拌竹笋丝， 口感

非常鲜嫩爽口。

4

月

17

日上午， 煌固镇的菜市场， 不少村民叫卖小竹

笋， 带壳的

3

至

4

元一斤， 剥好的

7

至

8

元一斤。 摊主告诉

记者： “ 早上天未亮， 便上山拔小竹笋， 现在由于很少有村

民上山砍柴， 这个时节小竹笋自然也多， 两三个小时就能拔

几十斤， 够吃上好多天。 吃不完的便到集市上卖。 半天拔，

半天卖， 能赚个一两百元。” 次日， 记者在信州区的五三菜

场， 看到不少摊主在兜售小竹笋， 剥好的

10

元一斤。 一位

摊主告诉记者， 他的家人早上四五点就上山拔， 然后赶在

8

点前送到市场卖， 因为当日拔出来的竹笋鲜嫩脆甜， 而隔夜

的笋就会变老， 口感变差。 “ 已经卖了一个多星期了， 过几

天， 待毛竹笋下市， 野生的小竹笋会更走俏。 一个当季， 可

以赚个三五千元。”

竹笋既是美食， 又是药膳， 绿色生态， 营养丰富， 富含

蛋白质、 维生素及各种微量元素， 食用它能够开胃健脾、 宽

胸利膈、 增强机体免疫力。 如今， 物质生活已大大改善， 小

竹笋已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 助推了民众“ 幸福指

数” 的提升。

近日， 来到广信区田墩镇黄坑村， 入眼即是田野里近百

亩长势喜人的山露， 郁郁葱葱， 像撑起的一把把小伞。

据了解， 山露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蔬菜， 富含多种维生

素和粗纤维， 主要食用部位是茎秆， 而这些茎秆收割后也将

全部销售到日本。 种植人杨思根告诉记者： “ 采收的时候需

要赶工期， 大约要请

160

名工人， 否则秆子老了就卖不出去

了。 日常打理除草、 种子、 化肥、 土地租金等， 一亩一年需

要投入

2000

元左右。 自己种植、 加工， 年收入百余万元。”

据介绍， 山露尤其适宜在土壤

pH

值为

5~6.5

的沙壤土

上种植， 尤喜在半阴半阳且潮湿的地方生长， 是喜光作物，

但气温不能过高， 喜潮湿， 但湿度又不宜过大。 一般气温在

18℃~30℃

时为最佳生长期。 自

2016

年引进山露， 田墩镇经

过多年的摸索， 如今种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杨思根说： “ 效益好的时候是挣钱的， 但如果采收不及

时， 也会赔本， 所以要时常察看。 茎秆主要用于出口， 叶子

喂羊。 日本人觉得山露可以预防‘ 三高’， 故山露在日本很

有市场。”

同时， 田墩镇还积极推行“ 山露

＋

水稻” 生态水旱轮作

种植模式， 等到山露抢收后， 就种植晚稻， 实现“ 万元钱、

千斤粮”。

（ 程晓丽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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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小家电逐渐走入不少市

民的家庭， 便捷和除菌环保类小家电

更是受到青睐。 时下的网络上， 除了

洗鞋机 ， 还有洗袜子机 、 空气炸锅 、

烤箱、 酸奶机、 面条机、 豆芽机、 早

餐机等网红小家电， 都很有市场。

家住信州区龙华新世界小区的林

女士是个美食爱好者， 前不久， 她买

了个烤箱， 自己动手烹饪， 把腌制好

的鸡腿放入烤箱，

15

分钟后， 一盘简

单美味的鸡腿就上了餐桌。 林女士还

网购了破壁机和微型榨汁机， 每天自

己动手做各类果蔬汁， 大人和小孩都

喜欢。 住同一小区的徐女士不仅网购

了空气炸锅， 还有早餐机， 每天早上

做各式各样的三明治 ， 特别有动力 ，

因为孩子喜欢吃。 “ 这几年在‘ 宅经

济’ 的助推下， 小家电很受欢迎， 我

姐妹的家里都买了一定数量的网红小

家电， 尤其是让生活更加便捷的厨房

用小家电很受青睐。” 徐女士说。

又到换季时，厚衣服、棉鞋子等冬

季穿着用品，都要洗洗入库了，而洗鞋

机也在这个时节登上了热搜。在某电商

平台上，记者输入“ 洗鞋机”搜索，“ 全自

动洗鞋机”“ 可折叠洗鞋机”“ 智能洗鞋

机”“ 懒人洗鞋机”……各种款式让人眼

花缭乱， 价格普遍在三五百元， 也有

2000

元左右的高价产品。 在淘宝平台，

一款售价

368

元的洗鞋机的评价有

40

多万条；拼多多平台上，售价

218

元起

步的一款洗鞋机月销

4000

多件。 有消

费者购后评论，“ 小巧轻便， 刷鞋干净，

可放三五双，全自动洗烘一体，提升幸

福指数”“ 花几百块钱，解放双手，值得

拥有。 ”

谈起购买洗鞋机的好处， 这几年

一直都是洗鞋机洗鞋的高女士说， 尽

管在日常生活中 ， 洗鞋子的次数少 ，

不过衣服可以丢进洗衣机， 比衣服脏

得多的鞋子， 要么手工洗， 要么依赖

洗鞋机。 “ 我的朋友也有直接把鞋子

丢洗衣机的 ， 但是我觉得不太卫生 。

全家的鞋子手工洗， 太费劲。 送到洗

衣店又觉得贵， 洗几次都能买一双了，

所以购买洗鞋机是很不错的选择。” 高

女士说。 记者在商品页面上看到， 大

部分洗鞋机都打上了“ 让洗鞋变得更

简单” 的标签， 能够帮助消费者“ 解

放双手”， 省心省力， 带烘干功能的在

阴雨天也能即洗即穿。

小家电虽好， 但是， 选购产品应

考虑实际需求。 业内人士提醒， 消费

者应根据自身需求去购买产品， 实用

与否是最主要的考量。 建议购买前详

细了解其功能， 综合考虑其实用性和

便捷性， 再对照自身需求频次， 最后

决定是否入手。

网 红 小 家 电 受 市 民 青 睐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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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

烹出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