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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万亩，5000 万吨，种植面积和年产量两个
坐标，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柑橘大国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柑橘产业在曲折中不断壮大，
目前已经形成了长江上中游、赣南—湘南—桂北、
浙—闽—粤、鄂西—湘西、西江流域五大主要柑橘生
产带，柑橘成熟期由4个多月增加到11个月，实现了
让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柑橘”的梦想。

在我国庞大的柑橘产业版图中，有一个很独特
的产区——资中血橙。被誉为“中国血橙之乡”的川
南农业大县资中，自上世纪 80年代末种下第一株血
橙，经过 30余年的发展，全县血橙种植面积已达 17
万亩，年产血橙 40万吨，占四川全省 80%以上、全国
60%以上，奠定了其“中国血橙看四川，四川血橙看资
中”的行业地位。

血橙得名是因其果肉富含花青素而呈现出深红
至紫红色，如同染血一般。花青素是血橙最大的卖
点，也是其最大的痛点。多年来，资中血橙产业深受

“失血症”困扰，失意于高端市场。更不容乐观的是，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大柑橘主产区新建果园陆续进
入丰产期，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价格下行，成本上
涨，两头挤压之下，即使是最近几年风头最盛的晚熟
杂柑产区，也感受到了寒意。

内外交困之中，资中上下吹响了重塑“资中血
橙”品牌的冲锋号。而对于一个有着 30年历史的资
深产区来说，要根除产业“沉疴宿疾”绝非易事。资
中是如何破题，又怎样扭转局势，逐步实现产业从

“失血”向“回血”的转变？其中曲折得失，对其他面
临类似困境的产区而言，有哪些借鉴意义？记者带
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访。

曾经的金奖得主跌出高端市场

“给客户精挑细选的3车血橙竟被退了回来。”提
起4年前这笔每斤36元、总价80多万元的订单，李大
刚仍然有些懊恼。

李大刚是资中县本地人，靠装饰、化工生意起
家。因看好血橙的发展潜力，2019年返乡成立四川
紫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投身血橙产业。

“为了做好这笔生意，我们跑遍全县最好的果
园，请经验丰富的果农从每一棵树上挑选出阳光照
射最好、果形最漂亮的果子，真可谓百里挑一。这笔
订单金额不算大，我们却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干，就
是想通过这笔单子在东部高端市场打开局面，没想
到却栽了跟头。”李大刚扼腕叹息。

没错，高端市场！这是资中血橙近年来努力突
破的领域。与“春见”“不知火”等晚熟杂柑这些年高
高低低的起伏行情相比，资中血橙的市场表现似乎
过于平稳。不知从何时起，薄利多销成为资中血橙
的路径依赖。不止李大刚这样的新入局者想打破这
种局面，资中县委、县政府也曾发起“血橙价格保卫
战”，提出力争“消灭一块钱以下的血橙”。

血橙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低调”。上世纪80年
代末，资中县在国家倡导下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引入意大利塔罗科血橙，在山坡地、丘陵地、江河滩
涂以及田边地头和房前屋后栽培。1992年，资中血
橙经人工培育后在市场甫一登场，便受到消费者青
睐，最高时每公斤出园价在 2元以上，与当时猪肉价
格相差无几。1995年，在第二届全国农业博览会上，
资中血橙一举斩获金奖。消息传回资中县后，当地
农民的种果热情被迅速点燃，县委、县政府正式将血
橙作为农业主导产业全力培育。

“当时周边不少县都想搞，但试种都不成功。”四
川省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柑橘专家刘建军和四川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果树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
克玲这对科研伉俪是资中血橙产业的重要奠基人，
30年来一路护航，帮助资中血橙攻克了多个关键技
术难题。他们告诉记者，血橙生长对气候的要求非
常苛刻，既需要能满足其生长发育的有效积温，又需
要能满足其降酸和花青素形成的低温，但不能过低
以防发生冻害。放眼全国，这样的气候条件并不好
找。即使在全球范围内，血橙也仅仅在美国、意大利
的个别地区被种植。

“你无我有”的巨大优势让资中上下对血橙产业
发展充满信心，果园面积逐年增长。规模上来后，资
中县又联手各大科研院所花大力气培育新品种，从
一月一品种，到一旬一品种，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早
熟、中熟、晚熟三大品系共 11个品种，上市时间从 12
月持续到次年5月，旬旬都有血橙新鲜上市。

回过头来看，通过丰富品种结构，资中既有效避
免了面积逐年扩大后血橙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压
力，更踩准了过去 10 余年晚熟柑橘（1 月及之后上
市）大发展的风口。有数据显示，仅 2014—2017年 3
年时间，四川扩种晚熟柑橘 200万亩，平均每年扩种
面积在50万亩以上，可见其行情。

30年耕耘，曾经的金奖得主、“独一无二”的产区
优势、市场对晚熟柑橘的大力追捧、官民一心的持续
培育，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资中血橙，为何却
在高端市场的争夺中落了下风？只有厘清了这个问
题，才能为“资中血橙”品牌重塑找到突围之路。

难缠的“失血症”

照理说，资中血橙身上有着独特的卖点——花
青素。在全球保存的 1500多种柑橘类种质资源中，
只有血橙及其个别杂交后代能自然合成花青素，更
彰显其独特。因为被学界证实具有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延缓衰老和缓解视疲劳等医学保健和营养价值，
近年来花青素受到市场热烈追捧。然而，资中血橙
产业的发展却长期受到“失血症”困扰。李大刚那笔
没做成的生意，客户退款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有的
果子切开后没血”，血橙“名不副实”。

陈克玲告诉记者，血橙花青素的形成对栽培环境
和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无论地中海原产国还是其他引
种主产区，普遍易表现着色不良或着色果率低，这也

一直是国内外业界共同关注的产业难题和攻关方向。
在资中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戴强看来，“失血

症”背后有花青素不稳定的特性，但绝不是个单纯的
技术问题，更反映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
在的难题——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流通的不适应。

鱼溪镇鲶鱼村的困境最能说明问题。30多年前，
正当盛年的陈克玲在鲶鱼村（原人民村）指导村民种
下了资中县第一批血橙苗，鲶鱼村也因此成为当年产
业结构调整的先进典型。如今，这个居住着700多户
人家的丘陵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几亩血橙园。

光阴荏苒，30年过去，当年建成的果园老了，侍
弄果树的人也老了。已经80多岁的果农彭发文就感
觉自己是真干不动了，即使心中一万个舍不得，去年
他还是把3亩多果园交到了女儿手里。春节后，他以
每斤0.7元的价格，卖掉了刚从树上摘下来的5000斤
血橙。这位“老把式”，一边埋怨女儿技术不如自己
没把血橙种好，一边惋惜因为听从了“不要早采”的
劝导，错过了前期的好行情，即使当时血橙还没有完
全成熟。

彭发文老人卖血橙的场景，为我们揭开了不少
水果主产区都遭遇过的“早采—品质不佳—价格下
滑—农民感到失望不愿投入—品质下降……”的恶
性循环。而早采背后是小农户畏惧大市场的风浪，
渴望落袋为安的冲动。

“早采对血橙品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花
青素合成不足，酸度也降不下去。”刘建军告诉记者。

细究起来，丰富的血橙品种也带来了意料之外
的负面效应。“有的农户种了不同成熟期的品种，收
购商来了，就想一起卖了，担心再过一段时间剩下不
多的果子不好卖。”刘建军常年在资中田间地头跑，
对这些现象也感到很头疼。

以上不难看出，难缠的“失血症”背后是小农户
粗放式经营下，难以标准化生产和果树管理技术掌
握不到位，导致果品质量参差不齐，优果率不高，影
响了资中血橙的品质和品牌。

“失血”向“回血”转变

去年，资中县成立血橙产业高质量发展工程领导

小组，专门在县委办设立血橙产业发展办公室，同时
组建资中血橙产业党委，指导资中血橙协会完成班子
改选并组建党支部，搭建起覆盖政府部门、行业协会、
基层村社的组织体系，早采逐渐得到有力控制。

血橙产业办主任陈瑛是农业战线上的一名干
将，对血橙可以说是烂若披掌。她坦言，针对血橙产
业存在的短板弱项，过去 10余年，资中县拿出“真金
白银”先后出台了不少促进血橙产业发展的政策，也
向上争取了不少项目资金，在狠抓品种的基础上，一
手抓老果园改造，一手抓新主体培育，掀起了一波能
人返乡种植血橙的潮流。

随着一个又一个创业故事在乡间流传，成败得失
之中人们对血橙种植规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小有小的痛处，大也有大的问题。几年前，一位东部
省份的退役军人与资中血橙结缘。他千里迢迢来到
这里，没有采纳当地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建议种植面
积，一鼓作气流转了1000亩土地种血橙。几年下来，
这位雄心勃勃的新农人变卖了房产，投入了上千万
元，一度处境艰难。

“水果种植的投入大、周期长，需要精细化管理，
规模太大往往是得不偿失。”四川省原果树良种繁殖
站站长罗德涌对此深有体会。

据统计，资中全县300亩以上的血橙种植大户有
65个，总面积达4.76万亩，约占全县血橙种植总面积
的 27.5%。大的太大，小的太小，最缺的是“中坚”。
好在中坚力量的形成似乎已经有了苗头。查甫刚领
办的腾盛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在外打工的查甫刚带着多年的积蓄返
乡承包108亩果园，在政府支持下改品种、改树形、改
土壤，减密度、减化肥、减农药，新建道路、水肥一体
化等基础设施……2022年6月，合作社已经被四川省
农业科学院评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农场。

说起怎么种好血橙，查甫刚直言走过弯路，但最
近两年逐渐总结出了一些好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
条经验就是改土。“磨刀不误砍柴工，土好了，果子的
血色、甜度都上来了。”查甫刚告诉记者，这个改土的
方子可是大有来头，由福建农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
究中心主任廖红亲自配方，这位在业内颇有影响力
的科学家正是资中人，被资中县委、政府请回来为血
橙产业“把脉开方”。查甫刚算过账，这套改土施肥
方案成本稍高一些，但政府补贴了 30%，最关键的是

有效果，优果率上升后，果园的收益会大幅增加。
随着今年的血橙鲜果销售进入尾声，果园春季

施肥管理又到了关键期。前期参与试验示范的果园
反馈积极，在县级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全县大
面积推广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记者到访时，戴强
和陈瑛正商量引入金融机构，意在打一个资金支付
的时间差，尽可能为大小果农缓解资金压力，降低参
与门槛。

在一系列的政策引导下，鲶鱼村也开始爬坡上
坎。2019年，全村有 800亩老果园参与了改造；为了
打破小散格局，去年，鲶鱼村又综合考虑灌溉条件、
作物品种等因素，采取“鲶鱼村基层供销社统筹+内
江川供超市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负责+农户自主种植”
模式，整合了140余户小散户果农“统管统销”。

面对目前已经形成的大、中、小果园三级梯队，
要如何把生产标准更好地贯彻下去，资中仍有大量
细致的工作要做。谁能想到，当年示范推广的密植
技术，如今不仅不流行了，而且还需要抽稀改造以适
应科学管理需求。在刘建军和陈克玲看来，资中当
下还要舍弃多年形成的精细化的血橙种植技术体
系，大力推广简化农业作业程序、减轻劳动强度的轻
简化栽培模式，以适应农村劳动力供给从结构性过
剩向结构性短缺这一根本转变。

不管市场如何喧嚣，品质永远是品牌的核心支
撑力。就在资中“死磕”种植环节的同时，新技术在
产地初加工环节的应用为血橙产业从“失血”向“回
血”转变，按下了“加速键”。

“选”与“藏”里显“乾坤”

分选与储藏是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的两个关键环
节，其能力是衡量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两个重要指
标。最近一年多，资中血橙有两件事儿为人称道，正
是抓住了这两个关键，开始扭转“乾坤”。

这头一件便是国内首台血橙花青素分选线的研
发引进。近年来，我国水果行业越发重视分级分选，
各大主产区纷纷购入先进分选线。

那次亏本的生意，让李大刚下定决心：要为血橙
找到一双具有穿透力的“慧眼”。

作为一个柑橘大国，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柑橘分
选线供应不可谓不充足，但却没有一款满足李大刚
的需求——无损测量血橙花青素含量。“全国所有血
橙加起来占比不到整个产业的 1%，这是一个柑橘大
家庭中的小品类，产业规模不大决定了制造商主动
为你研发产品的动力很小。”李大刚说。

私人定制意味着更高的采购成本，一番询价
下来，数百万元的投入让才起步不久的李大刚迟
疑了。2022 年，事情出现转机。借助资中县争取
到的国家农业信息化项目，李大刚的企业出资 200
多万元，中央财政补贴 150 万元，委托国内水果分
选线制造的领头羊企业成功研发了国内首台血橙
分选线。

“光电分选机不仅可以测出每一颗血橙的酸甜
度、果面光洁度、是否有斑点和伤口，还能无损检测
出花青素含量，准确率达 94%。”在血橙智能分选中
心，李大刚向记者展示了分选线的作业流程，果径在
65~75毫米、甜度在13%以上、花青素含量在60%以上
的，被分选出来成为一级果。

搞工业出身的李大刚不无得意地说，这台血橙
专业分选设备，不仅为资中血橙分级树立了标杆，而
且还推动了资中血橙团体标准的制定实施。就在不
久前，他被推选为资中县血橙协会会长。

有人乐观测算，如果按30%的精品优质果计算，精
选后，资中血橙产业年可新增效益3亿~8亿元。

这第二件事是刘建军团队进行的血橙低温保鲜
贮藏试验取得重大突破，首次揭示了血橙在低温诱
导下，启动合成花青素的基因机制和分子机理，通过
调温、保鲜等贮藏技术，实现了血橙花青素含量创资
中、四川和全国历史最高纪录。

时间回溯到去年2月，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
研究所牵头，联合资中县农业农村局和紫晨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着色难度高的晚熟品种批量中试示
范40吨，按照“适度早采—果实预冷—绿色保鲜—单
果包膜—低温贮藏”的方法路径，每间隔10天检查记
录腐烂和失重，并同期取样测定果实品质变化。

试验数据显示，冷库中的血橙每百毫升果汁花
青素含量，从处理前平均 37.7毫克，到 30天、60天和
90天分别增加到 73.03毫克、117.59毫克和 210.66毫
克，增长93.71%、211.91%和458.78%。

“这不仅将大大延长鲜果的可销售时间，更加
从容地面对市场，而且如此高的花青素含量，可能
为资中血橙打开新的赛道。”刘建军告诉记者，最近
已经有花青素精深加工企业找上门来商谈合作可
能性。

今年春节过后，刘建军和陈克玲夫妇又来到资
中，为新一年的试验做准备。这次，他们计划结合血
橙不同的品种、品质和出库时间要求，有针对性地设
置多个变量参数，更精准地开展低温贮藏试验示范。

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关键环节的突破，不仅让
资中血橙的品牌重塑之路走得更快更稳，更为人们
描绘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植入了一颗更加
坚定的产业信心。自此，“引入新质生产力—取得
突破—信心增加—继续加大投入……”的正反馈形
成闭环，激发动能无限。

迈出“回血”最关键一步

从“种出来”到“选出来”再到“藏出来”，一颗好血
橙的呈现有了更多助力，但毋庸置疑的是，血橙产业
要真正实现“回血”必须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卖出
来”，这也是“资中血橙”品牌重塑成败的“试金石”。

“目前，市场对资中血橙的认知度仍然很低，换
个角度看这也是巨大的市场潜力。”多位从事水果流
通的业内人士表示，资中需要说服的不只是消费者，
还有渠道商。

对此，资中上下已有清晰的认识，开始有意识地
研究市场消费动向。李大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正在
打造的“紫摇红”血橙品牌，涵盖了鲜果以及啤酒、果
酒等多个深加工产品。最近两年，资中全县在血橙
品牌营销上更是下了大力气。

“不仅要依靠市场，更要培育市场，引导消费。”
陈瑛告诉记者，到了血橙收获前，资中县领导和基地
乡镇、龙头企业负责人兵分多路，分赴北京、上海、成
都、厦门、澳门等多个城市举行展销大会和招商活
动，以扭转多年来消费市场只有单一的东三省和新
疆传统农批市场的格局。

去年 1月初，随着一声响亮的货车鸣笛，一批重
100吨的资中血橙通过全程冷链物流运输，经过海关
检验检疫合格，走出国门，运往泰国曼谷。去年 12
月，资中血橙营销大会现场签约血橙销售协议12个、
销量 7800万斤，每斤均价 1.6元，在柑橘市场低迷的
大环境下，有力稳定了 2024 年资中血橙销售价格。
随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及投资者，越洋过海，
纷纷前来资中考察血橙产业，商讨了一大批血橙鲜
果购销、加工合同，资中血橙似乎正在打开新的市场
局面。

5月初，查甫刚果园里的血橙全部销清，虽然后
期价格有所下滑，但他对产业的信心没有动摇。搞
了一辈子柑橘的刘建军相信行稳致远。“当资本对晚
熟柑橘的投资热潮退去，资中血橙的笃定越发显得
可贵。”刘建军说。

“资中血橙产业已初具规模，在全县农业特色产
业中，是最有基础做大做强的。”内江市委副书记、资
中县委书记路松明 2021年到任后经过认真调研，对
资中血橙在全国柑橘产业竞争中面临的形势进行深
入分析后，仍然认为血橙是全县农业特色产业的“头
号种子选手”。

可以预见的是，在资源总量特别是耕地面积的
硬约束下，新增果园的发展空间已经很小，但随着我
国水果产能的不断释放，国外优质水果的进口，加之
近几年，新的营销方式令整个水果行业的市场竞争
愈加惨烈，尤其在电商、社区团购等新兴消费模式的
刺激下，水果的品牌化、差异化趋势愈加明显，“果盘
子”里的竞争早已不按品类划分赛道，资中血橙的对
手也早已不只是柑橘。市场厮杀是残酷的，资中血
橙“上大分”，只有不断出实招好招，才能实现商品到
货币的“惊险一跃”。

冷库贮藏的血橙（右）颜色呈紫红色，花青素含量远高于留树贮藏（左）。
刘建军供图

俯瞰资中县银山镇老场村血橙广场。 资中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不管市场如何
喧 嚣 ，品 质 永 远 是
品 牌 的 核 心 支 撑
力 。 就 在 资 中“ 死
磕 ”种 植 环 节 的 同
时 ，新 技 术 在 产 地
初加工环节的应用
为 血 橙 产 业 从“ 失
血”向“回血”转变，
按下了“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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