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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

·消费提醒·

时令小吃
口味翻新迎热销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清香软糯，皮薄馅足，蛋黄和肉松的咸味正好中和
外皮的甜，一口咬下去好满足。 ”最近，让合肥市民侯女
士念念不忘的美味，是在网上购买的一款咸蛋黄肉松青
团。作为传统时令美食，青团起初流行于江南一带，每逢
清明，家家户户都要蒸青团用来祭祀。如今，祭祀功能日
益淡化，青团成为一道备受欢迎的时令甜品小吃，从江
南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网红”食品。

眼下，正是青团热销时节。 4 月 3 日，记者来到位于
合肥市南二环路的一家老字号糕点店，青团被放在显眼
位置，主推蛋黄肉松、南瓜芝士、黑芝麻和红豆四种口
味，许多消费者正在挑选。 “近两周，购买青团的消费者
明显增多。”店内工作人员介绍，青团属于节日性短期消
费的糕点，清明节前后是主要的销售期，“今年店内青团
价格与去年差不多，大概 2 元/个至 2.6 元/个”。

“清明节到了，买点青团回家多应景，价格也能接
受。 而且出了新口味，就想买来尝尝。 ”正在店内选购的
合肥市民魏欣说。

如今，不少企业在开发青团新口味上铆足干劲。 有
商家推出阿华田波波青团、 爆浆芝士豆乳青团等新品，
将流质奶茶包进固态青团中，可谓创意十足，激发了消
费者购买热情。 知味观、沈大成、杏花楼、稻香村等老字
号品牌也在口味上竭力创新，芥末鱼松口味、琥珀龙井
口味、百香果乳酸菌口味、麻辣小龙虾口味……一些乍
听起来很“奇葩”的网红口味得到不少好评。 “前阵子为
了‘尝鲜’，买了咸蛋黄流心口味的青团，没想到出乎意
料得好吃。 ”“95 后”杨佳丽说。

青团热销的情况同样反映在线上。“饿了么”数据显
示，3 月份青团外卖单量同比增长 2 倍， 长三角地区的
消费者对青团尤其喜爱，全国青团消费前五名分别是上
海、苏州、南京、合肥、杭州，合肥位居第四。 省内青团消
费前三名分别是合肥、芜湖、铜陵。口味方面，豆沙、蛋黄
肉松和芝麻馅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口味，芋泥、南瓜芝士
和珍珠奶茶三个新口味的热度快速增长，订单增幅均在
8 倍及以上。 消费人群方面，“90 后”“95 后”年轻消费者
对于蛋黄肉松、螺蛳粉等咸口味青团相对偏爱。

除了口味，消费者对青团的质量安全也很看重。 作
为时令产品，青团保鲜期较短，若加工、包装、保存等不
当，容易腐败变质。专家建议，消费者应从正规的食品经
营单位购买，多留心产品的标识标签，确保生产日期、保
质期、厂家等信息齐全。 另外，青团采用糯米、粳米等原
料制作，馅料也大多高糖、高油，肠胃虚弱、老年儿童等
人群应适量食用，避免导致不消化，糖尿病、高血糖人群
更要谨慎，以防引起血糖升高。

儿童彩妆走俏
购买要慎重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偷穿高跟鞋、涂上口红、抹点粉底……爱美不分年
龄，不少女孩在幼年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如今，随着
“80 后”“90 后”们为人父母，不少人会给孩子买口红、涂
指甲油，满足孩子的爱美之心。

美妆行业高速发展， 细分领域儿童化妆品成为发
力重点。4 月 8 日，记者浏览多家电商平台发现，儿童彩
妆包含唇彩、唇膏、腮红、指甲油、眼影、闪粉等，品类丰
富。 这些产品包装大多粉嫩可爱，在商品详情页面还会
标称“健康”“无添加”“成分天然”“不含防腐剂”等，还
有些会注明是食品级环保儿童彩妆。 相关产品价格悬
殊，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

以淘宝平台上一家销量靠前的儿童彩妆套盒为例，
套盒内包含指甲油、口红、眼影、腮红等，售价 139 元，目
前月销量超过 1000 笔。 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一方面
孩子参加弹琴、唱歌、跳舞等演出时，化妆可以说是刚
需；另一方面，爱美之心有皆有之，偶尔给孩子用用化妆
品无可厚非。 合肥市民邓菁是一位 5 岁女孩的母亲，她
说：“偶尔也会给孩子用一用口红，但是尽量避免。 我担
心里面有添加物，不利于健康。 ”

为规范儿童化妆品市场， 省药监局正在开展专项
检查，自 3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为期 7 个月，严厉打击
儿童化妆品非法添加等危害儿童健康的严重违法行
为。 据悉，专项检查对象覆盖全省所有儿童化妆品生产
企业，部分母婴用品专卖店、商场等儿童化妆品经营者
及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要检查证照资质、原
料安全、质量控制及有无销售“三无”产品等行为。 在原
料安全上，检查是否含有微生物、激素、抗感染类药物、
氟康唑等成分。

有关人士建议，家长选择儿童化妆品时一定要到有
正规营业执照的商场、店铺，或者有资质的电商平台购
买，选择有相关生产许可证的正规儿童化妆品厂家的产
品。要仔细阅读商家的资质、许可证等，可通过登录国家
药监局网站或者手机 App“化妆品监管”来查询所购买
化妆品的标签标识信息与其产品注册或者备案信息是
否一致。 如不一致，则产品质量存疑。 同时，家长在给孩
子选购化妆品的时候， 买之前可以先给孩子做个 “测
试”。 取适量的化妆品涂在孩子前臂内侧， 观察一段时
间，看涂抹部位是否有出现红肿、瘙痒、灼热、刺痛感等。
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再购买使用。

去年底，国家药监局在《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提出，“宣称为婴幼儿、 儿童使用的产
品 ， 应同时提交毒理学试验报告和产品安全评估报
告”。 近年来，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生产销售提出了更
高要求，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儿童化妆品尤其彩妆产品
越来越普及，有必要针对性加强监管，制定统一的行业
规范、标准。

莫让“随心飞”成“闹心飞”

■ 何珂

花费三四千元在网上购买“随心飞”“快乐
飞”机票套餐服务，就能在一段时间里、一定条
件下，不限次数飞行。 从去年 6 月开始，多家航
空公司相继推出“随心飞”类机票套餐服务，销
售火爆，一度成为现象级产品。 但最近一段时
间，不少消费者反映，“随心飞”并不随心，真正
“想飞”时“订不到”也“飞不了”。

“随心飞”的问题，包括使用限制多、兑换
机票难等。 比如，航空公司往往规定节假日不

能使用，但即便是非节假日，消费者也未必能兑
换机票。而且兑换机票的数量，完全掌握在航空
公司手里，并不透明。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航空业遭遇“黑天鹅”，类似“随心飞”的机
票促销活动， 不失为航空公司在当时积极 “自
救”的一种尝试。 消费者纷纷购买相关产品，既
是出于其性价比的考量， 也包含着对疫后航空
经济的一种鼎力支持。然而，随着经济秩序和航
空客流的逐渐恢复，航空公司“随心飞”的服务
质量大打折扣，多少有些“过河拆桥”的嫌疑。

“随心飞”是一次目标明确的精准营销，却

未必是一次善始善终的诚意服务。 综观各航空
公司的“随心飞”类套餐，均设置了各种限制条
款。那么，在营销时，就应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
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非营销时
说得天花乱坠，等到消费者购买后使用时，才发
现存在不少限制条件。 如今，限制条件甚至延
伸到协议之外，进而导致消费者屡屡兑票而不
得，这就难免让大家产生被“套路”的感觉。 这
样盲目地以牺牲用户体验为代价而谋求短期

利益，无异于自毁口碑，不利于其企业形象与长
远发展。

“买前是上帝，售后谁识你”的现象该画上
休止符了。“随心”本该随消费者的心，消费者购
物满意，商家也能从其中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倘
若“随心”随了航空公司的心，冷了消费者的心，
那消费者终将用脚投票。因此，航空公司必须拿
出诚意，杜绝文字游戏，更不可对消费者的售后
服务要求含糊其辞甚至置之不理， 要善始善终
解决用户体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充分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
监管部门也要督促航空公司尽快整改。

纵观整个消费市场， 套餐消费的优质服务
缺失现象并非只存在于航空公司。 从健身房办
卡、理发店推销到美容院套餐，一些商家存在的
“过河拆桥”行为，只会让客户在一次又一次的
信任危机和消极处理中失望离开。 只有真正尊
重消费者，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才能赢得信任，
占领市场。

·市场漫话·

··春日探茶事②②

祁红““ ””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史力

祁门县西有一山名为历山，一道沥水河蜿蜒流出。依山傍水，茶韵悠长，数百年
来孕育出“中国红茶之乡”。 时代奔涌向前，市场波诡云谲，祁门红茶用一次又一次
的“转身”延续着百年芳华。

强产业：合力打造“祁红”大品牌

“在茶馆里很少能见到祁红 ，倒是
金骏眉、正山小种等挺多。 ”3 月 26 日，
在祁红博物馆里 ， 来自苏州的游客高
先生坦言 ，“茶是好茶 ， 但宣传力度还
不够。 ”

在祁门县历口镇， 记者碰到了吉林
人王艳红，她是位茶叶经销商，每年春天
全国各地跑。王艳红也认为，祁红在名气
上“差点意思”。“业内人都知道祁红是好
茶，但是很多普通人不知道。 2010 年我
第一次来祁门， 代理了祁红， 带回东北
去，别人都不知道这个牌子。 一直到近 5
年，情况才有所好转。 ”

“目前国内红茶市场三足鼎立，祁红
市场份额占 10%到 20%，云南滇红和福
建红茶各占 30%左右，四川、湖北等其他
红茶占 20%到 30%。 ”王昶说，滇红主打
中低端市场，量大价低，福建金骏眉是近

几年的后起之秀，主打中高端市场。祁红
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

“福建把茶与武夷山深度融合在一
起了， 文化内涵为茶带来了知名度和美
誉度。 而我们这里，茶是茶、山是山。 ”姜
红认为，祁红在宣传上有待加强，例如祁
红采摘节自 2005 年开办三届后即停办，
直到 2019年才恢复。 “过去祁红是‘皇帝
的女儿不愁嫁’，但现在‘酒香也怕巷子
深’，必须学会驾驭现代营销和传播手段。
不过打响品牌，仅靠企业是不够的。 ”

曾经，祁红是一张响亮的国际名片。
时移世易，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更长远
的发展前景，就要再次擦亮招牌。祁红的
“转身”仍在继续。

如今，祁门把祁红作为全县第一产
业、第一品牌，持续推进祁红振兴计划。
在发展茶产业三产融合的同时 ， 打造

“祁红”大品牌。 结合红茶历史渊源，祁
门县已围绕打造 “世界红茶之都 ”和打
响“祁红品牌”两大发展战略 ，实施 “祁
红+”建设。 “下一步，将深化茶旅融合，
继续办好以祁红采摘节为代表的系列
红茶活动 ，支持祁红特色自驾游 、祁红
民俗体验游以及祁红非遗传承技艺研
学游等特色茶旅游业态发展，不断加大
祁红非遗技艺的传承保护，打造一批有
影响力 、 固定化的茶旅品牌和茶事活
动。 ”耿其明说。

王昶建议，在提升品牌知名度上，要
抱团合作。 “不能‘撒胡椒面’，企业和政
府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都要抱团。”他
举了个例子，黄山市可以多举办一些“三
绿一红”走进北上广活动，即迎客松、猴
魁、黄山毛峰和祁门红茶，抱团到一线城
市做高规格、大规模的集中推广。

转市场：
从 ９０％出口到 ７０％内销

在很多老一辈祁门人的记忆里， 自家是
不喝红茶的。出口，曾是祁门红茶的主要销售
渠道。

3 月 26 日， 在祥源茶业的制茶大厅，制
茶手艺人沈时钰正在炒制发酵后的鲜叶，双
手在滚烫的炒茶锅里不停翻炒揉搓， 一阵阵
茶香飘出。 “以前派购统销， 红茶多运到国
外。 ”17 岁开始在茶厂制茶，在沈时钰的记忆
里，祁红一直到 2004 年前后，都极少在国内
销售。

1915 年，在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
获金质奖章；1987 年， 荣获比利时布鲁塞尔
第 26 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金奖……在祥源
茶业的祁红博物馆， 记录着祁红出口时期创
下的辉煌。 当时祁门县的知名品牌“祁山”红
茶销往国内 20 多个省市和 50 多个国家、地
区，其中 90%以上出口外销。

在这段出口创汇时期， 祁门国营茶厂只
负责生产，销售由上海口岸的外贸公司负责。
1999 年，茶叶外贸全部开放。 不能再只是埋
头制茶了，祁红迎来第一次“转身”。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挑战不小。祁门地区
的茶厂没有外贸经验，而印度、斯里兰卡等地
红茶凭借低廉的价格， 不停抢占国际市场份
额；再看国内，由于长期外贸，祁红“墙内开花
墙外香”， 在国内市场缺乏知名度。 “最低谷
时，县里只有 2 家茶叶厂还在做红茶。 ”祁门
红茶协会会长王昶说。

“大家看一下，这是刚刚发酵后的红茶，
手感还比较润……”3 月 26 日， 在祁门县历
口镇的一家茶厂里， 一位年轻主播正手持自
拍杆介绍制茶过程， 另一边专业的摄影团队
正在记录手工炒茶。“开网店、直播卖货，跟着
时代跑，怎么流行我们怎么卖。 ”茶厂负责人
杨华说，现在基本不做出口，“国内市场很广，
我们自身产量也不大，足够了”。

“虽然出口受挫，但国内经济水平不断提
高，市场展现出强大潜能，大概从 2005 年开
始，祁红正式主攻国内市场，如今内销占到 7
成左右。 ”祁红产业发展局副局长耿其明说，
以“振兴祁红产业，重塑百年品牌”为目标，祁
门县 2005 年前后启动“祁红振兴”计划。 “十
三五”期间，红茶加工产值由 2016 年 8.35 亿
元增加到 2020 年 14.5 亿元，增长 73.65%。

提品质：秉承“工匠精神”赢市场

在祁门县历山的茶园里， 采茶工们
正忙着采摘鲜叶， 嫩绿的芽头只有成人
小拇指大小。 “3 月 18 日茶园开园 ，早
春，1 斤祁红起码要 3.5 万个芽头。 ”祥源
茶业祁红公司总经理姜红说。

“早年间，至少要到四五月份，等叶
子都长大了，清明后才开始采摘。 ”沈时
钰告诉记者， 现在喝绿茶讲究一口明前
茶，但过去的红茶没有这个概念。 “传统
意义上的祁门红茶， 全名叫祁门工夫红
茶，以前出口的都是它。”说话间，他从锅
里抓了一把茶叶 ，“工夫茶外观上是碎
的，你看这个，揉制出来卷曲如螺，叫祁
红香螺”。

目光瞄向国内， 如何让国内市场接
受祁门红茶。 这一次的“转身”发生在茶
叶上。

走在祁门县街头，“祁门金针”“祁红
毛峰”“祁红香螺”等招牌随处可见。 “早

在 1996 年，黄山茶科所就研制出了祁门
香螺，在发酵后要进行搓揉做形，但因当
时专注于出口，未进一步发展。 ”杨华告
诉记者，“国人的饮茶习惯主要从绿茶而
来，爱喝名优茶。一直到 2005 年以后，大
家都转头攻国内了， 开始在品种上精益
求精，连带着采茶的时间也慢慢提前，选
用一芽一叶等。 ”

聊起近年来制茶工艺的变化，沈时
钰说 ， 清明前基本以制作祁红香螺为
主 ，尤其是 2010 年以后 ，祁红香螺总
量逐年提升 ，“香螺大约占到红茶总量
的 3 成”。

从过去全部生产工夫红茶，到如今
各品种兼有，制茶工艺的精细程度也在
变。 2008 年，祁红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祁红加
工技术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众多
突破 ， 先后通过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

系、 安徽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开
发出了 5 条初制加工和 2 条精制加工
的连续化、清洁化、智能化生产线，在自
动化加工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耿其
明说。

回到茶叶自身品质上， 祁门推广全
域绿色种植，茶园里插满了黄板，用来预
防病虫害。 “虽然近些年有改善，但在一
些中小茶农的茶园依然存在打农药现
象。”王昶说，茶园成片连区，如果其中一
家打了农药，害虫全跑到相邻近的，那么
相邻的也会跟着打农药。

“对待农残，一定要严防死守，才有
成效。 ”王昶建议，执法部门要对全部初
加工企业和散茶市场进行抽检。 加大处
罚力度，一经发现不允许采收，更不允许
上市。 “如果农残得到有效控制，达到欧
盟茶叶出口标准， 也有利于祁红外贸的
再次发扬。 ”王昶说。

身转

近日，， 在祁门县箬坑乡石舜村金山生态茶园，，茶
农们正采摘春茶。。 本报通讯员 陈晨 摄

黄山市祁眉茶旅公司员工

正在挑选祁门红茶。。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