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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会旅游深观察之二：

纪念品缺失，凸显菏泽旅游短板
菏泽旅游商品市场缺失大众化纪念品，分散、无特色是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 姚楠 张歆然

甜瓜品牌让“糙瓜”砸了
牡丹区万福部分瓜农为争早上市降低品质；专家呼吁农民树立品牌意识
本报记者 李贺

●上市早晚价格相差近一倍

5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牡
丹区万福办事处，随处可见田间
的甜瓜大棚，还分布着很多甜瓜
收购点，瓜农们骑着装满甜瓜的
摩托三轮车前往收购点卖瓜。

在万福办事处东500米的甜
瓜收购点，各种大货车、三轮车
并排停在道路两旁，满身泥土的
瓜农们把一袋袋的甜瓜从三轮
车上卸下来，称重后搬到甜瓜收
购商的大货车上。记者了解到，
收购甜瓜的收购商大部分来自
河南、河北、安徽等省份。

万福办事处农技站站长苑
玉宗告诉记者，万福早春甜瓜十
分香甜，从2000年开始，种植面
积逐渐大了起来，名声也越来越
响，全国各地的甜瓜收购商都来
这里收购甜瓜。万福甜瓜更得惠

于一个“早”字，每年四五月份即
可上市。

甜瓜价格的高低与上市时
间有很大关系，记者在万福办
事处一个甜瓜收购点了解到，
半个月前的甜瓜价格是每斤3

元，现在是每斤1 . 7元，价格差
了近一半。这使得许多瓜农竞
相种植成熟早、个头大的甜瓜，
可是这样的甜瓜有个致命弱
点，不甜，人们称之为“糙瓜”。
而原本种植的成熟晚、个头小
的“甜”瓜种的人越来越少，人
们称之为“笨瓜”。

万福办事处邵庄村村民王
明轩今年很郁闷，他家的大棚今
年被风刮歪，甜瓜熟得晚，“两亩
甜瓜还没卖到一万块钱，比上市
早瓜农就差了一万块钱。”

眼下正是早春甜瓜上市时节，万福甜瓜因其“甜”“早”而闻名，可是近年来，由于部分
农民只顾眼前利益，种植上市早却不甜的甜瓜，使得万福甜瓜品牌深受其害，来此收瓜的
大城市瓜商越来越少，专家呼吁农民也应树立品牌意识。

●大城市瓜商越来越少

10日中午，日头正高，万福办
事处潘庄村北边的一片杨树林里
杨絮乱舞，有几家外地甜瓜收购
商在树荫下把收购来的甜瓜过
秤、装箱。一位来自河北邯郸的瓜
商告诉记者，他们今年第一次来
菏泽收瓜，然后回邯郸销售。

“听说万福甜瓜瓜甜、面积
大，我们就来了。”这位瓜商无奈
地说：“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瓜
并不甜，有的没有一点味。”

据了解，前些年万福甜瓜十
分香甜，全国各大城市的瓜商闻

着香味来此收瓜，后来瓜农纷纷
种植上市早却不甜的“糙瓜”，有
的甚至瓜没熟透就摘了。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的瓜商收购了甜
瓜，因为不甜，回去后销售不出
去，渐渐地就不来收瓜了。“现在
收瓜的主要是河南及周边省份
的瓜商。”这位瓜商说。

“万福的甜瓜收购市场就在
大街上，缺乏规范的管理，像聊城
等地的一些蔬菜批发市场，有专
门的代办和门市，而且吃饭、住宿、
休息都非常方便。”这位瓜商说。

●农民应树立品牌意识

“正是一些瓜农只顾眼前利
益，品牌意识淡薄，造成甜瓜现
在尴尬的局面。甜瓜产业向精品
化、品牌化发展过程，也是一个
值得期待的过程。”牡丹区经济
作物站站长段新芳说，这个过程
也是农民不断树立品牌意识的

过程。
现在一些有眼光的农民已经

意识到，只有瓜甜才能好卖，才能
更好地打造品牌。万福办事处潘庄
村村民刘秋生告诉记者，他种的6

亩甜瓜全部是“笨瓜”。“虽然‘笨
瓜’成熟晚，但是后期价格比‘糙

瓜’高，整体上也不少挣钱。而且市
场行情一旦不稳定，那些大而不甜
的糙瓜肯定会被淘汰。”刘秋生说。

“随着万福甜瓜的发展，一些
以损害甜瓜品牌而获取利益的瓜
农必将被淘汰，留下来的一定是坚
持品质的瓜农。”段新芳说。

如果把“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六大元素比作组成“水桶”的六块木板，比较而言，“购”无疑是菏泽
花会旅游的“短板”，和旅游市场较为成熟的城市相比，旅游纪念品的缺失不仅使游客的菏泽之旅有了些遗
憾，也使菏泽因此流失不少旅游收入。

>>便宜实惠旅游商品 在菏泽市场难寻

4月22日，正值牡丹盛花期，江苏
的宋女士和家人慕名来到曹州牡丹
园赏花，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牡丹
让他们大饱眼福，逛完牡丹园，宋女
士意犹未尽，想四处转转买些小件的
纪念品带给朋友，但园中仅有的几个
摊点上，价格在500元以上甚至上千
元的牡丹化妆品、牡丹油让她望而却
步，“我想买点有菏泽特色的小玩意
回去，钥匙扣、挂件什么的，便宜实惠
又好携带，问了一圈也没找到。”这让
宋女士感到有些失落。

不少游客遇到类似的尴尬，采访
中，不光游客，旅行社也反映菏泽旅游
纪念品太少、太贵、缺少特色，“一盒32

开书本大小的盒子里，装了4块牡丹糕，
卖到20多元，味道和月饼差不多，许多
游客觉得不值。”天缘旅行社的吴新颖
说。在牡丹园中，每年只有一些零散的
摊位招租，租金价格不菲，商家经营的
产品品种少、价格高，无法满足游客的
购买旅游纪念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菏泽街头标有“土特
产”字样的商店不少，经营的品类从食
品、工艺品到纺织品，价格多在百元左
右，高端产品卖到千元以上。但多家旅
行社工作人员透露，普通散客对一般的
土特产并不“感冒”，“比如烧牛肉这样
的美食，其他城市也有卖的，并不能算
是菏泽独一无二的特色，携带起来也不
方便，所以花会对于一般土特产的促销
作用并不明显。”菏泽康辉旅行社总经
理助理赵庆党告诉记者，烧牛肉、粉皮、
酱大头这些菏泽人耳熟能详的土特产
多作为商务礼品送出，普通游客购买较
少。

记者从多家土特产生产厂家处
得知，相比牡丹花会，中秋节、春节等传
统节日更能增加土特产销量，这和土特
产主要靠经销商和客户口口相传的营
销模式密不可分。鄄城县鲁锦工艺品公
司董事长路维民告诉记者，由于产品主
要通过经销商销往外地，他们并没有针
对花会推出更多的产品推介计划。

>>分散、无特色 旅游商品成“散兵游勇”

记者从菏泽市旅游局
了解到，虽然街头的土特产
经营店不少，但目前菏泽尚
未有一家旅游商品专营店，

“旅游商品的含义很广，除
了土特产品外，还包含旅游
装备、旅游纪念品、工艺品、
旅游时尚产品，而菏泽尚未
有一家专营旅游商品的商
场，处在零散、不系统的状
态。”菏泽市旅游局规划开
发科副科长樊祥鹏说。

缺少集中展示及出售的
场所、推介乏力，是菏泽旅游
商品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
原因之一。“花会期间，游园虽
然人气很旺，但推介产品不系
统不规范，花会期间缺少产品
专门的展示场所。虽然4月17

日至21日也举办了名优产品
展销会，但前来参观选购的还
是本地人多，没有吸引多少外

地客人过来，18日就有近一半
展位撤展。”菏泽市绮园牡丹
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守杰告诉记者。

菏泽中国青年旅行社总
经理韩文献对此也深有感触，

“菏泽没有一个集中展示、存
储特色旅游产品的场所，游客
来了无从选购。”

据了解，在泰安等其他城
市，旅游局专门下设商品科，
专门负责推介旅游商品，而菏
泽并无专人负责这一领域。

业内人士认为，比起推介
乏力，已有产品缺乏特色是更
重要的原因。菏泽康辉旅行社
总经理助理赵庆党认为，菏泽
真正的特色就是牡丹，这是其
他地方见不到的，而畅销的旅
游商品应与此相关联，“旅游
商品不一定是很贵重的礼品，
它可以是个钥匙扣、是个鼠标

垫，但这种小商品中体现了牡
丹元素，就是个好卖的旅游纪
念品。”

他向记者举了洛阳的例
子，“现在洛阳街头全是那种
一尺见方的类似于相框的工
艺品，里面有牡丹画、有题词，
再镶入游客自己的照片，非常
别致，又有纪念意义，菏泽就
缺少这种大众化的旅游产
品。”

“大众化、买得起、带得走
的产品才叫旅游纪念品。菏泽
是牡丹之乡、书画之乡、武术
之乡、戏曲之乡，抛开‘四乡’
还做什么旅游呢？所以旅游产
品也要紧紧围绕这些特色来
开发，在牡丹园里，现场作画
就比现成的作品好卖，这是因
为这种独特的产品一下就能
让人记住，带有强烈的菏泽特
色。”赵庆党建议。

▲集市上收购甜瓜的客商越来越少。记者 李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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