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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新贵”市场热度高

8 月 16 日，西安市民王慧从
电商平台购买的蜂糖李到货。
打开一看，个头统一的蜂糖李
很是新鲜，咬一口汁水丰盈、脆
爽甜蜜。

“ 昨 天 才 下 单 ，今 天 就 到
了。都是优质大果，不光颜值
高 ，味 道 也 不 错 ，就 是 价 格 有
些贵。”王慧告诉记者，她买的
是正宗的贵州蜂糖李，1.5 公斤
装 原 价 108 元 ，用 了 优 惠 券 后
花了 88 元。

25 岁的王慧是蜂糖李的忠
实“粉丝”。今年夏季蜂糖李上
市后，她隔三差五就要买上几
斤。最近，蜂糖李刚下市，各大
商超已难寻其踪影。于是，被

“种草”的她改从线上购买，“再
过一段时间，网上也买不到了，
想吃得等到一年之后。”

品相好、价格高、口感佳，蜂

糖 李 的 潜 力 消 费 群 体 与 日 俱
增。对此，在西北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从事果品批发的蔡建奇
深有体会。

“今年，不管是贵州、四川，
还是陕西、新疆等地的蜂糖李
都卖得比较好。散装批发价一
斤最低 20 多元，礼盒装算下来
均价 30 元。就这，来晚了都买
不到。”蔡建奇称，这几天，不断
有人来店里咨询，一听下市都
唉声叹气，“这种李子糖度高，
不耐保存，除了冷库外，市场上
现在几乎没有现货。”

在雨润西安农副产品全球
采购中心，做了多年水果生意
的商户李文峰今年也深切地感
受到了蜂糖李的火热。“6 月，贵
州的蜂糖李刚上市时，单价高
达五六十元一斤，随后稳定在
35 元左右。这种高端水果我原

以为卖不动，没想到根本不用
愁，不管批发还是零售，每天的
走 货 量 都 不 少 。”瞅 准 这 一 商
机，一个多月前，李文峰又开始
卖起了其他产地的蜂糖李。

相较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和
商超，一些小型水果店的蜂糖
李也呈热销态势。“我们是上个
月开始卖的，价格在 28 元至 35
元不等。”西安市未央路一家水
果店店员表示，店里的蜂糖李
每天都能销售一空，单日销售
额达 1000 余元。

作为一种小众时令水果，蜂
糖李虽然自带“网红体质”，但
其市场占比较小，普通消费群
体消费力不够。多位经营户表
示，从体量上来看，蜂糖李在当
前李子的整体销量中占比不到
十分之一，其市场潜力有待进
一步挖掘。

每斤三四十元供不应求，市场潜力有待挖掘

“水果新贵”蜂糖李何以走红？
本报记者 赖雅芬

陕西蜂糖李独具优势

初秋，石泉县城关镇双桥村
的李子园郁郁葱葱。刚卸完果
子的树上，还能闻到丰收后的甜
蜜气息。园子里，工人们正忙着
清园、施肥，欢声笑语遍布山坡。

“大家都精心点，得严格按
照我的要求来。”在一棵蜂糖李
树下，杨兴刚带着一伙人开沟
撒肥，忙得不亦乐乎，“这可是
咱的‘摇钱树’，管得好了，明年
产量还会更高。”

作为陕南地区最早从事蜂
糖李种植的农户之一，38 岁的
杨兴刚这几年将全部精力都放
在了家门口的这片坡地上。引
种栽培蜂糖李、成立蜂糖李休
闲观光公司、培育苗木带动农
户共同种植……2016 年，他从贵
州引进蜂糖李种苗在当地进行
试种。经过多年经营，如今已
发展到 3000 亩。

“ 今 年 我 们 的 挂 果 面 积 达
100 亩，7 月中旬上市后，每天光
线上销量就有 2000 公斤，一个
月就卖完了。”说起今年的蜂糖
李销售，杨兴刚满脸带笑，“零
售的话，根据大小及品相，每斤
30 元至 50 元。论个卖的话，好
一点的能卖到 10 元。”

为了避免蜂糖李在运输过
程中因磕碰造成烂果现象，杨
兴刚在包装上采用“一坑一果”
的方式，每个蜂糖李都有属于
自己的“小单间”。“我们的蜂糖
李糖度在 17 度至 23 度之间，经
过采摘、筛选、称重、装箱等流
程 后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杨 兴 刚
称，寄出去的果子，每颗都经过
仔细挑选，个头大小均匀，果面
光滑整洁。

好品质让蜂糖李迈入“高端
水果”行列，而高效益则让这一

产业的热度持续不下。记者调
查 发 现 ，这 几 年 ，从 关 中 到 陕
南，蜂糖李已在我省多地“生根
发 芽 ”，种 植 规 模 也 在 逐 年 扩
增。除了原产地贵州外，四川、
山东、河北等地的蜂糖李也是
异军突起。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李
子，陕西蜂糖李仍能稳占一席
之地，原因何在？在杨兴刚看
来，相比之下，我省蜂糖李不论
是个头还是口感，都和贵州蜂
糖李差别不大，但最大的优势
是成熟期晚，错峰上市。

“咱们的蜂糖李比贵州晚一
个月成熟，大概在 7 月 10 日上
市，8 月 10 日下市，正好处于市
场空档期，既不会挤占早熟李
子的市场，也不影响中晚熟品
种的销售，优势比较明显。”杨
兴刚说。

李子虽好扩种需谨慎

通过走访调查，记者发现，
由于定位高端，目前市场上的蜂
糖李相对稀缺，其市场前景和商
业潜力广阔。与此同时，虽然电
商平台炒得火热，但因其价格是
其他李子的几倍，普通群体的消
费度和接受度不是很高。

“我们这儿的蜂糖李刚开始
卖到 39.8 元一斤，有些人一看价
格就放弃了。”盒马鲜生西安盛
龙广场店一店员告诉记者，自打
蜂糖李上市后，每天都有不少市
民被其出众的品相所吸引，但也
因标价而大感惊讶。

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 助 理 研 究 员 冯 煜 雯 表 示 ，和

“阳光玫瑰”一样，蜂糖李也是以
高糖度走红市场的高端时令水
果，才火了两三年，很多人没有
吃过，有一个市场认知的过程。

“就蜂糖李而言，其最大的
优势在于时令性和稀缺性，消费
者大多是为了尝鲜才购买。”冯
煜雯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大部
分蜂糖李市场还处于成长期，在
做好品质的同时，需要提升市场
认 知 ，让 更 多 的 消 费 群 体 所 接
受。而且随着当前水果消费市
场绿色化、零食化、国潮化等新
趋势，还需注入更多的营养价值
和文化潮流价值，进一步丰富产
品属性。

那 么 ，蜂 糖 李 为 何 能 火 速
“出圈”？冯煜雯认为，蜂糖李因
其独特的离核品种、肉厚多汁的
优良品质、高颜值的品相及香甜
如蜜的口感而受到广大消费者
的喜爱。

与此同时，随着蜂糖李持续
“走红”，其每亩几万元的收益也
让很多种植户跃跃欲试。拿石
泉县来说，近几年在杨兴刚的带
动下，城关镇的蜂糖李种植面积
已超过 5000 亩。不仅如此，周边
的汉阴、宁陕、旬阳、紫阳等地也
在大力发展这一产业。

价高又好卖，对于种植户来
说 ，蜂 糖 李 似 乎 是“天 选 ”新 品
种。其实，未必如此。长期关注
农村发展，冯煜雯也注意到了这
一点：“蜂糖李投入成本较高，极
易受气候影响，需要好几年才能
开始盈利。进入丰产期需要五
六年时间，即便是今年引种，丰
产后仍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可
能。同时，由于蜂糖李保存期较
短，因而对销售、运输、存储、加
工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地在
发展时应慎重考虑，不能盲目引
种、扩种。”

今夏，一种号称“李子中的爱马仕”的水果——蜂糖李在各大电商平台迅速走红。随之而来

的是线上线下蜂糖李的热销。

在所有的李子当中，蜂糖李都是很特别的存在。这种原产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的李子，

青中带黄的外皮挂着粉白色的果霜，看着十分清爽。因为又脆又甜的口感，上市后备受青睐，平

均三四十元一斤，热度堪比几年前的网红水果“阳光玫瑰”。

那么，蜂糖李为何火热“出圈”？其超高人气还将维持多久？我省的蜂糖李市场潜力如何？

成熟期的蜂糖李青中带黄，挂着果霜，看
起来非常诱人。（资料图）

杨兴刚的果园里，几名工人正忙着给刚采摘的
蜂糖李筛选、包装。采访对象供图

在西安市一家大型水果超市，蜂糖李零卖价达38.5一斤。（资料图）

每年蜂糖李成熟季，杨兴刚
都会仔细挑选每一颗李子。采
访对象供图

22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