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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商州区沙河子镇石门沟村村民栽种的桃子
与香瓜成熟。记者来到村民的瓜果基地，阵阵独有的香味
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7 月 1 日晌午，石门沟村村民张青良与妻子分别背着
背篓，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着摘桃子。张青良说：“早上摘
的桃子都卖完了，这会儿抓紧时间摘些，傍晚的时候还能
再卖一次。”

57 岁的张青良家一亩多地里栽着 50 多棵桃树，有三
四个品种，其中有一半桃树是沙红桃，是市场上很受欢迎
的品种，其成熟早、产量高、口味甜。

张青良说，他很早以前就种植桃树，只是早些年的品

种不好。后来，听说村里有人从杨凌农高会引进了沙红桃
这个新品种，味道好、个头大、产量高。2002 年，他专门跑
了趟杨凌，后来就嫁接了沙红桃这一新品种。

近年来，张青良不断轮换嫁接新品种，尝试哪个品种
受市场欢迎。新品种桃树六月青、红心桃与沙红桃的成熟
有时间差，卖完沙红桃，接着就能卖六月青和红心桃。

2021 年，张青良看到市场上售卖的黄桃价格高，他就
尝试着嫁接了 5 棵树的黄桃。今年，黄桃已经挂果了，等
到成熟就能看到效益。张青良说：“我看人家卖的黄蟠桃
价格也挺好。随后，我准备再嫁接一些黄蟠桃试试看。”

张青良没有学过专业嫁接技术，每次嫁接桃树，他都
是看别人如何嫁接，就自己动手尝试嫁接。为了预防和治
疗果树病虫害，他引进新品种时就存下相关专家的电话、
微信，一旦发现问题就打电话、发图片咨询专家。2021
年，张青良看到一棵樱桃树的树干像火烧了一般，就发图
片咨询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张青良使用农药治好了那
棵樱桃树。张青良说，现在种果树，有啥问题随时都能咨
询专家，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农闲时，张青良就在城里打零工，一年挣 2 万多元钱，
而他家里主要的经济收入还是这些果树。他种了 2 亩地

樱桃、1亩多地桃树、3分地香瓜，一年卖水果收入 7
万多元。今年樱桃成熟的时候，他家一棵樱桃树结
的樱桃就卖了 4000多元。

如今，桃子、香瓜相继成熟，张青良和妻子每天
待在地里忙碌着，摘完桃子就摘香瓜。然后，张青
良骑着摩托车带上水果去沙河子镇，或者到市区公
园售卖。目前，香瓜每公斤卖 10 元，桃子每公斤卖
7元钱。

张青良不光种植果树，还种植中药材、粮食作
物。他说：“农民就是在地里找生计、挣钱，只要肯
吃苦，就能挣来钱！”

石门沟村村民王卫平时在附近一所小学帮厨，
下班了就急急忙忙赶回家，骑着自行车带着水果给
市区的客户送货。他手机里有一个群，是卖水果时
添加的客户。每年到了香瓜成熟时节，客户会在群

里预定香瓜，等着王卫送货上门。
烈日下，记者远远看到王卫与其父亲王安娃在瓜田里

弯腰摘香瓜。
香瓜是石门沟村的传统产业之一。王安娃说：“种植

中药材得四五年时间才能见到效益，种果树得两三年见收
益，种香瓜是当年种植当年就能见收益。但无论咋样，只
要是黄土地里的产业，就是农民该发展的产业。”

王安娃算是石门沟村第一代种植果树的人。1980
年，王安娃就与人合伙承包了果园，种植苹果树。1995
年，王安娃看到市场上的桃子一公斤能卖三四元钱，他就
大力种植桃树。王安娃说：“桃树见效快，种三年就能一直
挂果，价格还高。”

桃子卖得最好的时候，王安娃与妻子一天就卖了 230
元，这让他们感到惊喜。因为那时候，给人打工一天，也挣
不到 10元钱。

桃子卖得越来越好，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老品种
的桃子卖不到好价格，王安娃就跟村里人一起去杨凌考察

新品种，引进了沙红桃，让石门沟村的桃子在市场上站稳
了脚跟。2014 年以后，在商州城区水果市场上，市民一听
说是石门沟村的桃子，很快就会抢购一空。

王卫家的桃子不愁卖，香瓜也十分热销。除了种植传
统香瓜西田 1 号，王卫还从网上买来新品种八里香试种。
2021年，王卫第一次种植八里香就收获了 50多公斤香瓜，
被一位老客户抢购一空，并跟王卫预定了 2022 年的八里
香。因为种植香瓜需要倒茬，王卫拿不准八里香这一新品
种今年的味道会怎样，就只种植了客户预定的数量。王卫
说：“如果今年八里香的味道没啥大变化，明年我就可以考
虑多种一些。”

据石门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贺志敏介绍，石
门沟村的主导产业有核桃、桃子、樱桃和香瓜。目前，全村
规划种植樱桃 190 多亩、桃树 190 多亩、香瓜 100 多亩，发
展林下魔芋 680 亩、中草药 400 多亩。全村 464 户 1610
人，年人均收入 1.25万元，其中产业收入占 75%，是村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

特色
产业

石门沟村石门沟村 瓜果飘香季 田园采摘忙
本报记者 王孝竹 杨 鑫

大学生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具有独特的消费心理和行
为特征，且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其消费行为也呈现多
样化的趋势。当下大学生消费积极性越来越高，“超前消费”

“冲动消费”等现象日趋普遍。为了解在网络环境不断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市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主
要影响因素及其消费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表现，商洛调查
队通过线上、线下发放问卷的方式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结
果显示，商洛大学生疫情期间消费支出有所减少，消费观念
较理性但缺乏合理规划，超前消费需引导。

消费需求多元化

超九成大学生每月消费低于 2000 元，其中，每月消费在
1000 元及以下的占 43.44%，每月消费在 1001—2000 元的
占 48.83%，每月消费在 2001—3000 元的占 5.8%，每月消费
在 3001元及以上的占 1.93%。

家庭支持仍是商洛大学生生活费的主要来源，73.91%的
学生反映其生活费全部来自家庭，22.22%的学生生活费部分
来自家庭，3.86%的学生生活费全部靠自己赚取。对于自己
赚取生活费的主要渠道，调查显示，55.56%的学生通过兼职
实习赚取生活费补贴，29.63%的学生表示通过勤工俭学赚
取，35.19%的学生则通过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增加收入，
16.67%的学生通过投资理财赚取额外收入，9.56%的学生通
过自主创业赚取收入。

就餐费用占比最大，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商洛大学生
每月生活费用于伙食零食的比重最大，达到 94.69%。笔者
走访了解到，大学生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就餐的话，日均
饮食费用在 20—30 元，加上洗护用品等生活必要支出后，
1000 元的消费基本包含绝大多数学生每月必要开支。但随
着家庭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在校大学生不再满足于温饱
消费，对饮食、衣着、社交、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
消费也趋于多元化。除了每月就餐费用，大学生每月生活开
销还用于以下几方面，按照开销占比依次为：生活用品、购置
衣物、交通通信、日常交际、学习培训、娱乐旅游。

“谨慎超支”是商洛大学生主流消费观。当被问及每月
生活费是否会超支时，15.46%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会，每月
都 有 ”；57.97% 的 受 访 大 学 生 表 示“ 偶 尔 ，情 况 较 少 ”；
26.57%受访大学生表示“基本不会”。由此可见，商洛大学
生对超前消费持谨慎态度，尽量避免让自己承担一些不必
要的风险。在 152 名存在生活费超出预算情况的大学生
中，65.79%的大学生选择“节衣缩食，撑到月底向家里要”；
18.42%的大学生选择“预支下月生活费，反正还有钱，走一
步算一步”；21.05%的大学生选择“向朋友借，等下月有钱
再还”；3.95%的大学生选择“到花呗等网络借贷平台借贷”；
15.79%的大学生选择“去做兼职赚取生活费”。每月的预支
额度多集中在 500 元以下的占比 58.55%，每月的预支额度
处于 500—1000 元区间的占 23.68%，每月的预支额度处于
1000—1500 元 区 间 的 占 11.84% ，每 月 的 预 支 额 度 处 于
1500—2000 元 区 间 的 占 3.95% ，每 月 的 预 支 额 度 大 于
2000 元的占 1.97%。

大学生对消费现状较满意，对超前消费态度宽容。调研
结果显示，87.93%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消费现状表示一般或满
意 ，其 中 27.54%的 大 学 生 对 自 己 的 消 费 现 状 比 较 满 意 ，
14.98%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消费现状非常满意，仅有 8.21%的
大学生对自己的消费现状不满意，3.86%的大学生对自己的
消费现状非常不满意。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超前
消费现象，被访大学生普遍持相对宽容态度，46.38%的人认

为要看其家庭情况，在家庭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超前消
费；43.48%认为可以超前消费，但要引导其理性消费；7.25%
认为无所谓，仅有 2.9%的大学生认为要坚决反对超前消费。

缺乏合理规划

商 洛 大 学 生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消 费 支 出 有 所 减
少。调研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消费支出与非疫情期间相比
有所减少的学生占 34.78%；疫情期间消费支出与非疫情
期间基本不变的占 46.86%。变化区间处于 100 元以下的
占 40%，处于 100—500 元的占 43.64%。减少的原因是，
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像平时一样”的占 59.42%；
心理状态为“消费欲望减退，增加储蓄，防范风险”的居于
第二位，占比 24.15%；心理状态为“短期消费增加，购买之
前没买的物品”的占 11.11%；心理状态为“报复性消费，享
受当下”的仅占 5.31%。

消费观念较理性但缺乏合理规划。调研结果显示，
80.19%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自己理性消费（注重产品本身质
量），15.46%认为自己感性消费（在购买和消费过程中能给
心灵带来满足感），4.35%认为自己感觉消费（注重物品品
牌和样式）。在购买商品时，对受访者影响最大的前四个
因 素 分 别 为 ，价 格（85.99%）、质 量（77.29%）、实 用 性

（68.12%）、舒适度（58.94%），提高商品性价比、降价促销
等方式仍然是有效刺激大学生消费的方式。但大学生对
自 身 消 费 规 划 评 价 不 高 ，当 被 问 及 是 否 有 消 费 规 划 时 ，
13.53%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从不计划，想花就花”，57.49%
表示“偶尔计划，视情况而定”，22.71%表示“经常做计划，
能省就省”，仅有 6.28%的大学生表示“一直坚持做计划，
每一笔钱都有它的必要理由”。被访学生中，仅有 19.81%
的学生能坚持长期记账。

大学生线上消费表现更积极，但对网络“种草”较为“冷
淡 ”。 受 疫 情 影 响 ，207 名 大 学 生 线 上 消 费 平 均 比 重 占
56.59%，比线下消费平均比重高出 13.18 个百分点。不过他

们对网络“种草”表现较为“冷淡”，面对小红书 APP 上的“种
草”帖或抖音 App 上的“种草”视频，47.34%的大学生选择

“理性消费，不会影响购买决策”，19.81%的大学生选择“有时
没有购买需求，但因为浏览相关信息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购买决策”，13.53%的大学生选择“有购买需求，浏览笔
记使购买决策变得清晰”，仅 6.28%的大学生选择“本来没有
购买需求，但冲动消费增加经济负担”。

引导理性消费

注重学校教育。院校需要加大对大学生消费方面的教
育力度，将培养学生正确消费观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定期
组织相关主题活动、演讲比赛等，创造良好消费环境，帮助大
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调研结果显示，将近四分之
三的学生生活费全部来自家庭，院校应重视、支持、鼓励学生
在大学期间勤工俭学或兼职实习，通过大学生对不同职业、
岗位的参与体验，促使其深入感受到挣钱不易，从而增强节
约意识。

家长适当引导。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消费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部分学生从不做消费计划。家长作为主要经济供给
者，要以身作则，坚持科学的消费理念和理性的消费行为。
家长要避免一次给孩子太多生活费用，合理适度给予生活
费，提醒大学生金钱来之不易。加强对孩子消费方面的正确
指导，并适当关注学生日常花销动向，对孩子消费需求和行
为有全面的了解，合理控制孩子的费用支出，帮助其制定科
学的消费规划，建立合理的消费观念。

加强自我管理。大学生应当关注当前需求，将自身精力
放在提高自身能力上，正视消费欲望，在能力范围内适度节
约。对自己的可支配生活费合理规划，杜绝高消费、炫耀消
费、享乐主义和过度超前消费，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注
重培养自己的理财能力，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多参加学校
实训活动，把握动手实践、人际交往的机会，不断完善自身人
格，提升个人修养，将生活费花到更有意义的学习培训方面。

商洛大学生商洛大学生 理性消费是主流 超前消费需引导
本报通讯员 张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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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良背着桃子
从地里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