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过年来买花，一年有钱花。芬芳

美丽的花朵，也是为崭新的一年图个好彩头。

临近年关，杭城的花店生意怎么样？杭州

人过年最喜欢买什么花？

记者来到香积寺路上的尚典花艺。十平方米

左右的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五颜六色的

玫瑰、散发着清香的蜡梅、金灿灿的向日葵⋯⋯

店主张燕正在回复微信上的消息。有在万

科工作的顾客向她订购单朵向日葵的小花束，

想要趁着年前送给平时往来的客户，张燕发过

去几张不同包装的图片，让客户进行挑选。

“每到过年，我们花店生意就会好。”张燕告

诉记者，年前来买花的，主要是送人，但自己放

在家里的也不少。“过年了，送送花沟通感情，放

在家里图个喜庆，蛮好的，前几年送人的更多，

这几年自己家里养养的也多起来了”。

除了花店里常驻的玫瑰，冬天开放的冬青和

蜡梅也很紧俏，冬青果子红彤彤的，一颗颗缀在

枝头，粉色蜡梅已经卖完了，还有蓝色、橙色、红

色的染色蜡梅。

“过年买花的话，一般都会选红色的花，比较

鲜艳的，图个喜庆吉祥。”张燕特意选了印着“新年

吉祥”的大红包装纸。“像两百到四百之间的花篮，

小香风花束，今年都比较流行的。”

怎样让美丽的鲜花维持更长久？张燕说，

冬季养护花最重要的是温度和水分。“像冬青、

蜡梅这类的，最好不要放在空调间，一个礼拜换

一次水，水里加一些养护剂，像蝴蝶兰这种比较

娇贵的，就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

衢江路上的湖蓝花艺门口由花朵点缀，甚

有意境。走进店里，更是被门口花朵的艳羡折

服。摆在店门口迎客的这盆花颜色大红，由金

色扇形和铜钱点缀，大富大贵之貌显露无疑。

店员介绍说，“这个叫迎客豆，两三百元一盆，是

畅销的年宵花。好养，即使变成干花还能保持

那个形状。”

店里另一样畅销的花朵，非蝴蝶兰莫属

了。另外，洋甘菊、小菊、满天星也深受年轻人

的喜爱。

位于钱江服装小商品市场的小毛花行前，

几位阿姨正在认真挑选。“我刚在这买了几枝富

贵竹，回去放在客厅里摆着。”毛阿姨平时就爱

在家里的阳台上摆弄些花花草草，临近过年了，

也要添置些有好兆头的植物。店主告诉记者，

这阵子卖得最好的年花是蝴蝶兰、蕙兰和蟹爪

兰。“蟹爪兰现在还没开花，等花开起来红彤彤

的，很喜庆。”

见习记者 潘璐 本报记者 边程壹

过年的鲜花怎么养护？记者特意去花店了解了一下：

要想年花俏，温度水分很重要

说起杭州人过年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

美食，一定少不了春卷。

薄薄的春卷皮里包裹各式的馅料，咬上

一口，吉祥如意、迎接新春。

临近年关，菜场里的春卷生意怎么样？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岁末忙碌的小店”

系列带大家去看一看节前的春卷。

豆沙、冬笋、荠菜、香菇、豆腐、肉、黑木耳馅儿⋯⋯

杭州人喜欢的这年味最近太火了

平时跑货运，节前做春卷
菜场这个小摊，串起暖暖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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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来社区那些事
看小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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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 有趣 有温度
小店帮小店，小店陪大家。
记录店主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忧所喜
一起来看看小时小店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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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忙碌的小店岁末忙碌的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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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喜欢买皮子自己做
年轻人喜欢买现成的春卷

一走进杨家门农贸市场二楼的黄家春卷，

记者就被热闹驱散了寒意。一只只现做现包的

春卷垒得整整齐齐。中午十一点多，卖春卷的

铺面前排起了四五个人的队伍，基本都是爷爷

奶奶。

“年前年纪大的来得比较多，他们喜欢买

皮买料回去自己做，等年脚边，来买的年轻

人也会多起来，年轻人喜欢直接买做好的，

方便吃。”

老板娘王金荣和记者聊着，手上的动作却

一点也没马虎。她娴熟地转动着面团，起落间，

小麦粉团在电磁炉上甩出薄薄的一层圆片，几

秒后就能煎成一片春卷皮。

春卷皮十八块一斤，馅料则有各种各样的，

甜口的豆沙，咸口的荠菜、雪菜、芹菜。“一斤皮

能做四十多个春卷，以前的煤炉小，做得小一点

多一点。”

住在附近的范奶奶已经是黄家春卷的常客

了。“她在这做了十几年了，我认牢她买的。”范

奶奶告诉记者，这里的春卷面皮薄，馅料味道

好，价格也实惠，“有的地方已经涨到二十多元

一斤了。”

范奶奶前几天刚买了一斤春卷皮和荠菜

馅，刚做完炸好家里两个小外孙就吃了一半，

“闹着要换甜的吃，我今天就来买点豆沙馅，再

买点皮子”。

范奶奶是杭州人，每年过年春卷必不可

少。“冬笋、荠菜、黑木耳、香菇、豆腐、肉，喜欢什

么馅都可以加。”范奶奶在家做好春卷后，十个

十个地装进保鲜袋里冷冻起来，“晚上要吃早上

拿出来，过年肯定要吃的，多准备点。”

王金荣做了近二十年春卷，也积累了很多

粉丝，不少老客从滨江、转塘赶过来买。

“我买回去做好给我妈妈带过去。”来自临

平的吴女士告诉记者。

也有帮同事朋友带的，“上次来我家吃了她

就说好，让我帮她买一点”。

小小的春卷，串起的是温暖的人情。

过年前后忙到贴膏药
早四点开始晚七点回家

做春卷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得很。

2000 年，王金荣刚从连云港来杭州，给在

菜场做春卷的丈夫帮忙。“他在菜场看到做春卷

的人多，就看着老杭州人做自学。”

当时的她连面团都握不住，更别说打出又

薄又均匀的面皮了。“一开始做的面皮很厚，不

好吃，做春卷，调面粉，做春卷皮，都有门道。”

现在店里开了三个炉子做春卷皮，等到正

过年的时候，六个炉子一起做都来不及。“早晨

四点就起床开始做馅，晚上关门收拾收拾七点

左右回家。”一天里，王金荣一直重复着甩面团

铺春卷皮的动作，“伤筋啊，有时候疼得厉害”。

53 岁的她已经落下了手腕疼的毛病，每天晚上

回家都要贴膏药缓解缓解。

一年到头赚的都是辛苦钱。除了过年的两

个月，别的时间王金荣就和丈夫做长途货运生

意。“刚好年底人们都回老家了，货运少了，也是

大家吃春卷的时候了。”

虽然辛劳，但她觉得挺满足的，一对龙凤胎

也随父母来到了杭州。“两个孩子都很乖，不用

我操心。”刚刚放假的女儿正在店里帮忙，把馅

料熟练地装进春卷皮里。“多年没回去了，一家

人都在这里，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

王金荣很多年没有吃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了，大年夜当天来买春卷的人是最多的，她留得

也最晚。等她忙活完回到家里，已经没有时间

再准备热乎的饭菜了。“煮个鱼、煮个肉，差不多

了。”

一对龙凤胎儿女今年二十岁了，都在杭州

读书。“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了，他俩也喜欢吃

春卷，放假有空了就会过来帮忙。”在店里忙起

来没时间管孩子，孩子就在一边看着爸妈忙碌

做春卷，看着看着自己也会了。“从小看到大，都

不用教他们怎么做了。”

有时候收摊了，王金荣就拿几个春卷回家

炸给孩子们吃。“有的人家过年才吃，我们想吃

就拿几个吃”，她看了看正在埋头包春卷的女

儿，冲记者笑了笑。

王金荣做春卷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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