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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夏天是吃雪糕的季节，近日，记者

走访了杭州拱墅区、上城区的多家冷饮批发

店，发现今夏初始，经典款受偏爱，5 元以内卖

得好。

五丰冷食朝晖二小区店，位于小区内部。

家住天水桥附近的陈阿姨坐着公交到这

里来买雪糕的，她挑的多是经典款，比如麻酱

雪糕、红豆棒冰、豆沙棒冰等，每支价格均为 2

元，结算时，很大一袋子雪糕50元不到。

店员衣大姐告诉记者，陈阿姨挑的这几款

棒冰，正是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类。“来店里的老

人家比较多，比较偏爱2元左右的棒冰，口感偏

冰爽型，如红豆、绿豆棒冰。”

记者在价目表上看到，店里最贵的品类是

“拿破仑”，零售价格在 10~15 元；最便宜是棒

冰，零售价只要1元钱，也有好几种口味。

TaTa 冷食棒冰批发水墩社区店，与杭州

采荷三小笕正校区隔马路相望，这家店已经营

了四五年，销售方式更偏向网络化。

“最近网上订单不少，多起来一天能有几

千单，每天销售额在 3000 元到 5000 元。”店老

板王小姐说，他们是品牌连锁店，通过直播、社

区团购等形式，不断拓宽线上销路。

这里的雪糕价位在 8 角钱到十几元之间，

“现在店里有四五百个品类。”王小姐说，从目

前的销售情况来看，受欢迎雪糕价位一般在 5

元以内。

“往年最贵的是进口雪糕要三十元以上，

但去年卖得不好，今年就没进货。”王小姐说，

像老冰棍、大布丁、奶油提子等雪糕，大家从小

吃到大，价格又便宜，每年买的人都不少。

而杭州莫干山路 50 号的海之梦棒冰雪糕

批发店，15个冰柜里装满了各色雪糕。

老板梁先生告诉记者，店里目前有 500 多

个国产品类的雪糕，还有20多个进口品类。“店

里卖得最好的雪糕大部分是四元、五元的，10

块左右的雪糕销量也还不错。”梁先生说，等天

气到了最热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偏爱冰沙类、

爽口的雪糕了，单价还要再便宜些。

本报记者 黄慧仙 文/摄

夏天来临，记者去拎了拎今年杭州冷饮的行情——

传统款式受欢迎，5元以内卖得好

杭州已入夏，入夏后就是吃瓜的季节啦。

西瓜冬瓜哈密瓜，杭州本地最出名的瓜田在哪里？

就在杭州钱塘区的乔司农场里，大名鼎鼎的“乔司西瓜”已开卖，现在正是头

茬瓜丰收的时候。一大清早，乔司农场的五一路边就停满私家车，都是来抢早上

刚摘的瓜，来得晚就买不到了。

记者从早上8点多一直蹲点到中午11点，几乎每块瓜田边都等着排队的私

家车，车主还会自发为老板打广告：“这时候的乔司西瓜最好吃，一口忘不了。”

杭州乔司农场
全是“吃瓜群众”
头茬瓜上市，瓜农有底气：精品瓜，坏一赔三

本报讯“九溪太神奇了，网红猫头鹰附近

又发现一窝。”昨日，钱江晚报接到读者报料

说，九溪又来了一窝猫头鹰：“网红家族扩容

了。”

“近日发现的这一窝，有四只领角鸮小宝

宝，一只领角鸮妈妈。”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

协会野鸟分会副理事长程国龙关注九溪网红

领角鸮一段时间了，“好几只小宝宝已经学会

飞翔了，偶尔会落在不远处的树上。”

此前第一窝网红领角鸮还剩一只小宝宝

尚未离巢，“领角鸮妈妈基本白天都在附近树

上，晚上会捕食来喂宝宝。”程国龙说，估计下

周这只小宝宝也会学会飞翔。

这几天，程国龙和野鸟分会其他成员一起

做志愿者。

“现场人还是很多的，有摄影师，还有慕名

而来的游客。”为了维持秩序，志愿者们要工作

到晚上八九点，“九溪这里路窄，我们几乎一刻

不停忙着疏导人。”

程国龙告诉记者：“我们将守护到小猫头

鹰全部出巢为止。”

他希望通过钱江晚报呼吁大家文明观鸟，

“尽量不打扰它们。” 本报记者 章然

新发现一窝猫头鹰，还有四个小宝宝

杭州九溪网红家族又上新啦
新发现一窝猫头鹰，还有四个小宝宝

杭州九溪网红家族又上新啦

本报记者 谢春晖 文/摄

头茬瓜都是零售
有人直接喊“货拉拉”来装车

叶师傅是农场元老级瓜农，种了二十多年的瓜。

今年，种60多个大棚的瓜的叶师傅进入了一年当

中最忙的时节，每天忙着摘瓜、装箱和卖瓜，他说：“最

近每天卖出两三千斤西瓜，还有人买不到。”

西瓜采摘需要在太阳升起前，或者等太阳下山后，

中午时瓜棚里温度高，那时摘下来的瓜口感不好。

每天凌晨4点多，叶师傅和伙计就开始摘瓜。

“头茬瓜不搞批发，全零售。”叶师傅说，多年以来

手机积累了大概3000个客户，相当比例是稳定的老客

户。

一到季节，这些客户就会来预订，“很多人不问价

格，直接报量，量挺大，一般是叫滴滴司机或者货拉拉

直接来装。”

上午8点多，记者走进叶师傅的瓜田，最显眼的就

是一大摞已经装箱的西瓜，一箱里装着两个瓜，“大部

分的瓜都有人预订走了。”

9点到11点，是买瓜和取瓜的高峰期。

大部分时间里，叶师傅在“劝退”，“你要买几个尝

尝还行，10个以上就没瓜了。”

他说，以前有客户到地里来说他态度不好，微信也

不回。“我是真的没时间，也没有这么多瓜，你看我的微

信，好几百条消息来不及回。”

最忙的时候，老叶恨不得长三头六臂。他说，5 箱

以上的订单已排到下周三。

拍了几万个瓜
才有如今的挑瓜手艺

老叶的头茬瓜分为普通瓜，每斤 3 元，还有精品

瓜，每斤 4.5 元，“不管买多少，现在就是这个价。”但是

老叶说，算好总价后会抹零，“最多的一天，抹零抹了好

几千块。认我的瓜，都是朋友嘛！”

精品瓜和普通瓜的区分，在外行的记者看来有点

“玄学”。

就看到叶师傅一边挑瓜，一边拍两下，这个声音记

者听起来没啥区别，叶师傅不仅能判断出瓜的成熟度，

还能判断白籽还是黑籽。

“选瓜有技巧的，但学不学得会就像弹琴一样，要

天赋的。”他说，不经手几万个瓜，达不到他这样的水

准，“反正你放心，我的瓜一分钱一分货。遇到坏瓜的

概率堪比中彩票。”

叶师傅正说着，两辆私家车开了过来。“老叶，我的

60箱西瓜。”一名男子在田边喊，他说自己每年都要在

叶师傅这里买三四万元的瓜，“拿来送人的。买了四五

年了，没买到过坏瓜。”

老叶拍胸脯说：“精品瓜，我坏一赔三。”

记者了解到，在钱塘区乔司农场，像老叶这样的瓜

农有近40户，大部分种植的是市面上卖得最好的品种

“8424”，今年预计总产量约 580 万斤，头茬瓜一直可

以卖到6月20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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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食店里顾客在看价目表冷食店里顾客在看价目表。。

瓜田边瓜田边，，西瓜在现场打包西瓜在现场打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