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3000畝菜地絕收 本季菜最好 港人無口福

茶葉遭霜凍 新年料漲價
雲南省爆發的寒潮天氣，還波及當地茶葉主產區臨滄、普
洱、西雙版納等地。部分茶園出現霜凍現象，多個主產茶區出
現葉片霜打枯萎等，所幸的是受災相較蔬菜和花卉較輕。
雲南省農業廳茶葉處處長王興原介紹，雪凍災害發生時，雲

南省茶園已處於封園休眠期，對2013年的產量未造成影響。
2014年春茶的影響要等開園之後才能看到，但就目前掌握，產
量不會受太大影響，對香港供應也不會有較大影響；至於2014
年春茶價格還要結合市場的供求關係。雲南中茶茶葉有限公司
出口部張經理表示，中茶全年出口額近3,000萬元人民幣，其中
出口香港佔公司出口總量的10%。雲南去年12月以來的降雪低
溫天氣對中茶出口肯定會造成影響，但影響程度還要結合後期
市場及人民幣匯率等多方面來看。有業界人士認為，這輪低溫
天氣影響雲南茶樹的產量，高價賣出成為必然。無論如何，霜
凍天氣為原料漲價又增添了一個「充足理由」。

每年12月和次年1月的雲南蔬菜是一年中口感最好、滋味最
足的。然而雪災致雲南菜產量大減，港人今年可能沒有口福吃
到最好吃的雲南菜了。

料4月後恢復正常供應
曲靖市麒麟區茨營鄉堂生蔬菜專業合作社負責人黃永足種植

蔬菜20多年。他介紹7、8月份因為陽光照射時間較長，此時的
菜最好看；最好吃的菜是在12和1月，因為晝夜溫差較大。茨
營鄉的供港蔬菜採摘回來後需冷凍一天，第二天貨車出發，3天
後就可到港人的飯桌上了。堂生每天有13至15噸的蔬菜銷往香
港，雪災後幾千畝地全部絕收。由於市場上雲南菜大多絕收，
黃永足預計恢復雪災前的供應量可能要到4月以後。
據雲南省出入境相關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12月，雲南供港

澳種植基地有29個，面積2.27萬畝，主要分布於昆明市、文山
州、玉溪市和曲靖市。在去年年底罕見的降雪和寒潮天氣中，
供港蔬菜主要分布的這四個地區均遭遇雨雪寒潮天氣，各地供
港蔬菜基地不同程度受災。

■周汛展的蔬菜地被大雪覆蓋，3000畝供港蔬菜全部絕收。 李艷娟 攝

◀周汛展(左一)基地上
的工人安裝噴灌準備下
一季的種植。李艷娟 攝

▲蔬菜大棚上積滿了
雪，工人開始忙春耕。

李艷娟 攝

在十年最凍寒潮天氣中，雲南滇東地區的曲靖亦降大雪，在當
地從事蔬菜種植的港商周汛展3,000畝蔬菜基地全部絕收，損失
近300萬元，產業遭遇「大寒潮」。
位於曲靖宣威市熱水鎮陡溝村的宣威市龍華高原農業開發有限公
司，其3000畝供港蔬菜基地上，空曠菜地和蔬菜大棚頂上覆滿白白

的積雪。周汛展指着覆蓋着白雪的蔬菜基地痛心說道：「當地人指已經
幾十年沒遇過這麼寒冷的天氣了，水倒在地板上馬上就結起冰。整個基
地已沒有一棵菜，全都凍壞。往年這個時候，基地上還很繁忙，100多名
工人忙着採摘分類蔬菜，現在除了在大棚裡安裝噴灌和耕田的20多名工
作人員，其餘已提前休工。我每個月本有40個貨櫃，近500噸蔬菜到香
港，現在一棵菜都沒有，一場雪損失近300萬元。幸好後來雪停了，若不
停可能還得讓工人把大棚的薄膜劃破，防止大雪把大棚的支架壓垮，損
失將更慘重。」

延遲試種兩新菜種
最讓周汛展惋惜的是，本來打算在大棚裡試驗種植兩個蔬菜新品
種，因下雪要明年才能再做試驗。「又耽擱一年，時間也是一筆損
失」。「往年，我們的菜場要2月份以後才開始春耕，雪災後菜地無菜
春耕提前了1個多月。現在的主要工作就是翻地，安裝大棚裡的噴灌，
為新一季的種植做準備」。從2010年到此種植蔬菜，3年間周汛展遭
遇了不同的自然災害：2010年是雪災，2011年冰雹，2012年水澇，本
想2013年可以平穩度過，不曾想年底來了一場大雪。

3年摸索育耐寒菜
自然災害給基地帶來的虧損，一度讓周汛展頗感壓力巨大，但因種植
基地通過3年的摸索，培育出一種極度耐寒的好口感蔬菜。同時菜場工人
的安慰與貼心，讓周汛展對雪災後的生意又充滿了信心：「瑞雪兆豐年
嘛，大雪會把地裡的蟲卵凍死，新種植出的蔬菜蟲害會少很多。」
曲靖市是雲南省供港蔬菜基地種植面積最大的地區。據曲靖市農業局
數據，在曲靖通過商務部正式備案的供港蔬菜基地有9個，港商周汛展的
蔬菜基地就是其中之一。供港澳蔬菜生產基地3.5萬畝，年生產面積在15
萬畝以上，年供港澳蔬菜總量達10萬噸以上。供港澳蔬菜主要類型為普
通白菜（以菜心為主）、芥蘭、生菜、油麥菜，其他還有西蘭花、結球
甘藍、西葫蘆等10餘個類型和品種，產品抽檢合格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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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臨近，西方情人節亦將緊隨而至，正是港人

採購花卉蔬菜等年貨的大旺季。不過，因年去年12

月中旬雲南遭遇十年來最強降雪及寒潮天氣，多個

地區普降大雪，致當地花卉、蔬菜等產業受到重創。

雲南供港花卉蔬菜因而量減價飆，供港花卉批發價

創20年新高，港人春節或需捱貴花、貴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晉、李艷娟、芮田甜、馮鐵

錯過銷售旺季 全年利潤大減
雪災發生後，有花農往花棚內放水、燃火、加膜，試圖為

花卉增溫但於事無補，只能眼睜睜看着花卉在低溫中凍壞、
枯萎和腐爛，無計可施。

影響後續生產投入
對於花卉企業和廣大花農而言，春節、情人節花卉銷售額

佔全年的30%至40%以上，年宵盆花主要依靠春節市場賺
錢。在年宵花品類中，大花蕙蘭在雲南全省截至去年12月
的損失就60萬盆。錯過春節、情人節花卉熱銷旺季，將使
生產者全年的利潤受到較大影響，同時亦影響後續生產投入
和持續發展。
此次低溫凍害程度深、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是雲南省花

卉發展20多年來所未經歷。有業界人士指出，造成較大損

失的主因是由於雲南省花卉主產區多年來很少遭遇持續低溫
的自然災害，大多花卉企業生產粗放，資本積累少，投資不
足，抗風險能力弱。光靠普通的基礎設施難以抵抗嚴重的災
害，行業需改變「靠天吃飯」的觀念，為各種存在的風險做
好必要的準備和投入，提升花卉等農作物設施及配備水平。

春節前夕部分供港花卉批發價
品種系列 2013年（人民幣） 2014年（人民幣）
玫瑰（每束） 70元至80元 160元至170元
洋桔梗（每0.8kg） 40元至65元 80元至90元
百合（每束10枝） 70元至80元 150元至160元
康乃馨（每枝） 0.7元至1.0元 1.45元至1.6元

資料來源：華泰聯（昆明）花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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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雪打的玫瑰花苞遭雪打的玫瑰花苞，，一碰就斷一碰就斷。。雲南傳真雲南傳真

■■遭霜雪打的玫瑰花朵遭霜雪打的玫瑰花朵，，品質受到巨大影響品質受到巨大影響。。 雲南傳真雲南傳真

■■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待拍花卉

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待拍花卉。。 雲南傳真雲南傳真

■■供港花卉新品供港花卉新品「「銀柳銀柳」。」。 芮田甜芮田甜 攝攝

一場雪災，雲南全境97.52萬畝蔬菜和20餘萬畝花卉受到
影響。花卉直接經濟損失9.6億元（人民幣，下同），間

接經濟損失21.3億元。雲南每年供港蔬菜60多萬噸，數量居
全國供港蔬菜第一位；香港市場七成鮮切花由雲南供應，滇港
兩地農產品市場聯繫極為緊密，港人生活亦將受到相應影響。

鮮花缺市 高價搶貨
華泰聯花卉有限公司是雲南最大的供港花卉公司。員工下午

2時就早早下班回家，原本繁忙的鮮花包裝工作台上空空如也。
公司副總經理藍曉琴表示，往年春節前夕是公司最忙的時候，
雲南是香港鮮花市場的主要貨源地。受此場霜雪影響，從農戶
手裡已收不到可以供港的鮮花。
令藍曉琴最苦惱的是客戶訂單並沒有減少，有些客戶甚至

願意出高價提貨，但是公司找不到合適的貨源，無花可供。
「以紅玫瑰為例，往年12月、1月和2月3個銷售高峰月份
加起來，紅玫瑰的供港數量近80萬枝，現在3個月份加起
來，供港紅玫瑰數量湊夠30萬枝都困難」。

批發價升至20年新高
採訪期間，藍曉琴接到一位在北京開酒店的香港老闆來電

訂貨，對方提前預訂情人節前夕A級紅玫瑰卡羅拉。藍曉琴
給他的先期批發報價是

每束180元。往年最
高報價不過100元左
右，但面對如此高的
報價，對方還是預訂
了兩箱。藍曉琴指，
目前鮮花批發價格已
經飆升至 20年來新
高；供港花卉品質要
求較高，有時候港商
高價來訂單，公司亦
無花可供。公司的營
業額因霜雪打擊大
跌，2012 年 12 月華
泰聯僅供港花卉一項
營業額就達到200多
萬元，但 2013 年 12
月公司全部營業額才100多萬元。

情人節料現最高花價
有業界人士指，按照慣例，鮮花價格在節日期間會上漲
20%至30%；像情人節這樣的特殊節日，上漲幅度更會達到
150%至200%，甚至更多。在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
每扎38元的紅玫瑰上漲至120元，2014情人節或出現史上
最高供花價。
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董事總經理張力表示，2013

年年末雲南霜雪寒潮天氣對鮮切花價格影響將持續到今年3
月份，雲南鮮切花價格亦達到從產業起步到現在的最高價。
因為雲南鮮切花佔冬季市場份額較大，雲花受災對全球花價
均有影響，香港市場將受到波及。
一面是最高供花價，一面是種花港商損失重。港商符其雄

在曲靖陸良種植洋桔梗，每年9月開始種植，12月洋桔梗成
苗，霜雪來臨時，正是花卉成苗期，導致其3,000多畝洋桔

梗成災，25%種苗受損，經濟損失達100多萬。

■■藍曉琴介紹供港藍曉琴介紹供港
花卉品種門類花卉品種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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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捱 ■■花卉大棚難禦嚴寒花卉大棚難禦嚴寒。。 雲南傳真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