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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连 樱 桃 别 样大 连 樱 桃 别 样红红

农民喜收大樱桃农民喜收大樱桃。。

大连大魏家电商分拣大樱桃大连大魏家电商分拣大樱桃。。

在在20192019年中国十大好吃大樱桃评选中年中国十大好吃大樱桃评选中，，大连占据三席大连占据三席。。

辽宁大连哪里的樱桃最好吃？从 6月 30日至 7月 4日，大连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了5场直播带货活动，联手20余位大连驻村第一书记组团通过网络平
台向全国推介大连大樱桃。在第一场直播活动的一个半小时时间中，直播间
观看人数达28.9万人次，点赞数35.7万个，成交2638单。

大连是一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城市，这里的海浪漫、人浪漫，就连这里的水果
都从骨子里透露着浪漫。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大连成为优
质水果的天然产地，素有“水果之乡”的美誉。全市水果生产面积148.5万亩，产
量172.52万吨，远销加拿大、欧美、中东、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北纬 39度是世界公认的优质农产品天然产地，大连市正处在北纬 39度
这个富裕且神奇的地带，寒暑交界，大连大樱桃果实发育期长，糖分积累好，
果粒饱满、色泽艳丽、品味纯正、营养丰富，是健脑益智、养颜驻容的佳品，造
就了大连大樱桃的好吃且独一无二。

政策推动，大樱桃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
“黄金产业”

大连市大樱桃栽培历史悠久，是国内大樱桃的起源地之一。大连早在19
世纪 80年代就引进大樱桃栽植，直到 21世纪初才开始大力推广种植。为加
快全市果业发展，大连市委、市政府把“重振果乡雄风，再创果业辉煌”作为壮
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点工作来抓，以振兴老水果产区为重点，加速
老残果园改造，以发展优质苹果和大樱桃为重点，引导果树生产向规模化、优
质化和高效化发展，全面实施了优果发展工程，并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
以扶持。

2001年至2003年，大连市政府出台改造老残果园政策，连续3年，每年财
政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老残果园改造。2002年，大连市在国家税费改革前，
率先出台了取消果品特产费征收政策，减轻果农负担1700多万元，极大地调
动了果农生产积极性。2003年，出台了政府15号文件，自2003年至2007年，
市政府每年投入 1600万元用于发展优质苹果和大樱桃，投入 50万元用于果
树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全市大樱桃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

有“黄金种植业”之称的大樱桃产业已经成为大连市发展高效优势农业
和特色水果业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经过多年积累沉淀，凭借北纬 39度的
地域、气候优势和超前的政策、技术优势，大连市大樱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品种结构逐步优化，综合效益日益凸显，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2018年 7月，大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大樱桃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对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每年新发展大樱桃种
植面积1.5万亩，并提出了大樱桃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品牌建设、绿色发展等
方面的工作目标任务。

大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大樱桃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来
抓，通过政府背书、战略布局、科研引领、区域公用品牌打造等方式拉动大樱
桃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樱桃产业发展的政策，对大樱桃产业高质
量发展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政策的强力支撑下，大连市大樱桃产业发展
突飞猛进。

2018年，“大连大樱桃”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大连市被授予全国首
家“中国优质大樱桃示范区”；2019年，被认定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大连大樱桃”区域公用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大连市大樱桃栽植面
积达到31.6万亩、产量达到23.4万吨，实现近百亿元的产值。

科技引领，大樱桃种植技术领先

大连在樱桃栽植13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把推进优质品种研发和科学种
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就成立
了我国第一个甜樱桃育种课题组。以王逢寿为代表的一批科研工作者，历尽
千辛万苦，广泛收集果树资源，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收集了全国各地140多个
优良品种，在大连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樱桃品种圃，为以后开展果树育种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丰富我国栽培种类、品种，增加育种的种质资源作出
了突出贡献。

1985年至1995年，是大连农科院培育樱桃新品种的高产时期。在这一段
时间里，先后育出“巨红”“佳红”“红艳”等樱桃新品种（系）10余个，形成了早、

中、晚熟系列品种，丰富了我国樱桃的种质资源，同时作为亲本材料，也为我国
樱桃育种工作开辟了广阔前景。原大连市农科院果树所所长、研究员级高级农
艺师潘凤荣，接替了王逢寿的科研工作，继续开展樱桃新品种选育研究，又相继
育成并推出“明珠”“早红珠”“早露”“晚红珠”“绣珠”“蜜泉”“状元红”等。

从 2003年开始，大连市政府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引进国内外大樱桃
新品种，先后从国内外引进大樱桃新品种 100多个，选育适合大连市栽培的
优质品种。为了加快大樱桃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大连市不断扩大设
施大樱桃种植，缓解大樱桃上市期集中、采摘期短的问题，同时提高大樱桃的
产值。充分抓住设施农业大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发展设施
大樱桃生产。

大连市大樱桃栽培技术和管理居全国先进水平。近年来，通过政策拉
动、宣传教育、培训指导等方式，引导和规范果农从果园的基础设施建设、
品种选择、技术集成应用等生产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果树拉枝、
壁蜂授粉、配方施肥技术、夏季整枝修剪技术、大樱桃苗木繁育技术、设施
樱桃花果管理及控温控湿技术等大樱桃标准化栽培和设施配套栽培管理
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为大连市大樱桃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在大樱桃产后处理加工上，大连市鼓励和引导重点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建设樱桃预冷、分级、保鲜（冷藏、气调）、包装等商品化处理中心，建立健全
樱桃采后处理体系和从产地到市场的冷链体系，提升樱桃品质，延长供货期；
大力推广“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监管、统一标准”的管理模式；发展樱桃
深加工产业，扶持加工企业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满足多元化市场需
求，提高樱桃的附加值。

创新品牌，大连“金名片”享誉全国

美丽的海滨之城大连具有多项美誉，素有“浪漫之都”“足球城”“北方明
珠”等称号，如今随着大连都市农业的迅猛发展，一个个农业品牌也成为大连
的亮丽名片，大连鲍鱼、大连海参等水产品驰名中外，大连韩伟集团的“咯咯
哒”商标率先创全国农产品驰名商标。

如今“大连大樱桃”又成为浪漫之都的“金名片”。今年 2月末，“大连大
樱桃”与“大连海参”被农业农村部等八部委认定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大连市以此为契机，扎实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进一步加强农业
品牌培育和宣传推介工作，发挥优势区驱动作用和示范效能，将特色农业产
业做大做强。

目前，大连市共有“大连大樱桃”“大连苹果”“庄河蓝莓”“瓦房店葡萄”等
16个种植业农产品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登记，其中“大连大
樱桃”“大连苹果”是大连市首次以市域范围登记的种植业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另外还有水产、畜牧以及其他农副产品地理标志 43个，全市地标农产品
总数达到 59个；全市有效期内的省市名牌农产品共有 86个，位居全省第一；
还有光明山镇草莓、东马屯村苹果等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33个，
星台镇棚桃等辽宁特产之乡24个。

以质量育品牌，以品牌占市场，产品质量是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根基。
大连市提高地理标志使用的准入门槛，加大对用标企业的监管力度，健全不
合格产品溯源查处机制，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继续深入推进“检
打联动”“产管并举”机制创新，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监测、执法、认证四大体系
建设。

为最大限度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大樱桃销售的不利影响，今年以来大连
市强化销售，多渠道多方式开拓市场。针对疫情期间外地客商不方便来大连
的实际情况，大连各级政府、大樱桃产业联盟协会和企业等积极与北京、上
海、天津、广州等外地客商联络，为外地客商提供大樱桃成熟期和上市量信
息。同时，引导种植户和企业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发布供求信息，采取线上
预约、集中送货的方式进行销售，并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和
现场直播销售，直供商超和电商平台的产品销售数量显著增长。

大连市组织大樱桃相关生产企业参加大樱桃推介会，利用会展平台进行
宣传推介；在今日头条平台上以头条开屏形式推介大连大樱桃，在天猫商城
开设大樱桃官方旗舰店，开展网络销售；积极动员使用“大连大樱桃”地理标
志商标，进一步推介大连市地域品牌。

参加大连国际樱桃节的国外游客在樱桃园采摘参加大连国际樱桃节的国外游客在樱桃园采摘。。 大连国际樱桃节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