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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伟

“茂名的荔农告诉我，从来没有像今
年这样卖果卖得这么有成就感。”近日，在
2020广东荔枝“12221”市场营销工作总结
会议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和与会
人员如此分享丰收的喜悦。

这份喜悦的确来之不易。产量“大年”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广东荔枝的
产销可谓“腹背受敌”。不过，当“荔枝季”
尘埃落定，产销两旺、丰产丰收的可喜局
面，托出的是一份漂亮答卷——全省荔枝
产量130万吨，产值有望达180亿元。“这些
钱大部分都实实在在装到了农户的腰包
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表示。

而在“12221”等市场营销创新机制的
改造和推动之下，包括荔枝在内的不少广
东特色农产品也迎来产业化转型发展的关
键节点。在这其中，开拓国际市场成为重
要一翼。2020 年，“让世界爱上广东荔
枝”，既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彰显出“粤”
字号农产品站上全球舞台的勃勃雄心。

疫情背景下，广东农产品出口虽然受
到影响，但同样逆风起飞，数量保持基本
稳定，并在产地、品种、出口目的地等维度
上实现了多个“零的突破”。

克服影响逐步回暖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
广东大部分荔枝树才刚刚进入扬花期。彼
时，农产品销售领域的阵阵寒意，已经让不
少荔农感同身受。“看着不少农产品出现滞
销，我心里真是忐忑不安，担心今年的荔枝
会砸在手上。”茂名高州市荔农卢生告诉记
者，自家荔枝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随着全
球疫情蔓延，这种忧虑愈发强烈。

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疫
情防控初期相关部门对广东全省近百家
农产品出口企业进行的摸底，疫情对这些
企业的生产、销售、物流等各方面均有不
同程度影响。2020 年 1 月-3 月，广东农
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 0.7%，其中，
出口额下降尤为明显，达12.8%。

凉风虽劲，暖风更强。面对疫情对农
产品产销特别是出口带来的严峻冲击，广
东迅速行动，千方百计疏浚渠道、想方设法
拓展市场，确保出口链条畅通、不断。在这
其中，“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在成为省
内不少农业企业抱团取暖避风港湾的同
时，也为广东农产品网络销售在2020年的

全面爆发点燃了第一把火。就在这个平台
上，全省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和“信誉农
场”等农产品出口企业更是享受到VIP待
遇，可以通过“湾区优品”“省际优品”两大
专区，在实现跨境“不见面”产销对接的同
时，开辟“出口转内销”专用通道，从而为克
服疫情影响打开另一扇门。

既有出口转内销，也有内销转出口。
疫情防控期间，广东还发挥出口渠道优
势，积极帮助受影响更为严重的湖北农产
品寻找出海新通道。3月上旬，在广东富
易农产品有限公司的牵线搭桥下，首批
20吨湖北莲藕顺利出口到美国。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年1月-6月，广东
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1117.7亿元，同
比增长7.5%。其中，出口虽仍在下降区间，
但降幅比第一季度收窄了3.6个百分点。

品牌建设创新赋能

对于岭南佳果出口来说，4月之后，伴
随菠萝飘香、荔枝红透，考验才真正来临。

5月19日下午，在位于雷州半岛的广
东省红星农场，一场“代表带货，让世界爱
上广东味”的网络直播在广袤无垠的菠萝
田间热闹开锣。党的十九大代表陈燕华、
广东省人大代表梁春桥化身“店小二”，为
徐闻菠萝卖力吆喝。短短3个半小时，75
万元的销售额让两位代表挂满汗珠的脸
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不过，对于红星农场场长周康平来
说，之所以要做这场直播，并不是因为菠
萝卖不出去，而是要把品牌打得更响。事
实上，今年农场的菠萝从一开始就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其中原因，除了产品品质

一流，也在于我们第一次叩开了国际市场
的大门。”周康平说。

就在直播带货活动举办一个多月前，
几乎在同一块场地上，两辆满载货车鸣响
汽笛整装出发。车上装的便是农场采用标
准化方式种植、芳名“红土金菠”的金钻凤
梨。几天之后，这些“果中骄子”便出现在了
日本市场上。而这也是徐闻菠萝首次出洋。

从网络直播带货风起云涌到开拓国
际市场势如破竹，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广东
农产品产销在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方面迈
出坚实一步，而这背后是出口主体培育和
品牌建设赋能释放的强劲发展新动力。

作为广东水果等农产品出口贸易领域
异军突起的一位新秀，促成“红土金菠”出口
日本，只是广东中荔农业集团小试牛刀摘下
的一枚果实。2019年底，广东7家在荔枝种
植、加工、储存、运输、销售、出口等方面实力
雄厚、经验丰富的涉农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了
广东中荔农业集团，以期通过“规模+链条”
综合优势打造“粤”字号农产品走向世界劈波
斩浪的一艘巨轮。也正是凭着这股闯劲，
今年2月，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广东中荔农业集团仍然坚持亮相国际农业
展会，争取到意向合作企业客户30余家。

从5月20日首航至今，中国南方航空
“广东荔枝”号已经飞行 28 万公里，相当
于环绕地球 7 圈。伴随主题飞机倩影穿
梭和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在国外多个城市
地标集中亮相，“广东荔枝”的美名正在被
播撒在更远的远方。

与此同时，在国内，广东国际网络荔枝
节、惠来鲍鱼国际网络节、梅州柚国际网络节
等轮番登场，市长、县长直播带货燃爆网络，

线上线下同频共振，除了徐闻菠萝登陆日本
外，广东农产品出口还实现多个“零的突破”：
惠州荔枝首次出口东南亚、北美、东亚，徐闻
荔枝首次出口美国，遂溪火龙果首次出口中
东、加拿大，和平猕猴桃首次出口中东。

出口倒逼品质升级。与量的增长相
伴的是价的提高，并凝聚成为农户增收的
坚实支点。今年，广东荔枝出口 4363.7
吨 ，货 值 9691.8 万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5.7%和 52.6%。在汕头市潮南区雷岭
镇，出口荔枝的价格比一般荔枝高三到
五成。在茂名，受益于出口拉动等因素，
今年荔枝价格比往年每斤普遍贵 2 元-3
元。而作为观察菠萝农户增收情况的重
要晴雨表，在菠萝种植大镇徐闻县曲界
镇，至 6 月底，当地邮储银行农户存款余
额同比增长了26.7%。

政务服务精准高效

疫情影响之下，需要更为精准的政策
支持和更为高效的政务服务。在广东农产
品出口领域展开的这场战疫、保供、促销攻
坚战中，农业农村、海关、贸促等多部门协同
施策、创新机制，共同为出口企业保驾护航。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海关总署广
东分署认定了全省137家农产品出口示范
基地，认定荔枝出口备案果园52家、包装
厂30家。惠州市农业农村局与惠州海关
合作举办出口专场培训班，完善金融保险
措施，为惠州荔枝首次出口培育了一批出
口备案经营主体。4月初，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联合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举办“助农有温度 金融
加速度”金融助农云论坛，共同研讨疫情背
景下广东农产品贸易面临的形势和应对策
略，提振企业信心，助力行业发展。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在重点口岸开辟
了农产品跨境贸易绿色通道，实行 24 小
时预约通关，优先实施检查，优先安排检
测。广州海关专门设立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检测监管平台，前移服务窗口，参与
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食品农产品
管控方案和质量安全监控指标，及时掌
握、评估质量安全状况。

针对疫情导致广东一些农产品出口
企业面临货物交付延迟、订单合同违约风
险，广东省贸促会主动服务，为农产品出
口企业及时出具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
事实性证明等，助力企业最大限度减少损
失，维护合法权益。

徐闻菠萝首次登陆日本，徐闻荔枝首次出口美国，遂溪火龙果首次出口中东、加拿大——

看“粤”字号农产品出口如何“逆风起飞”

本报讯（记者 买天）日前，2020年中国
服贸会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
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加强危机防控合
作，守护国际粮食安全”为主题，与会国内
外专家和企业代表聚焦全球粮食安全，提
出强化保障粮食安全的全球共同责任与使
命，全力提升粮食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会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
表屈四喜介绍了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和世
界各地为改善粮食供应链，解决饥饿问题
所开展的工作，并号召大家积极分享专业
知识，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一些低收
入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及饥饿问题较为
严重。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在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强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反对保护主义等方面形成合力，
更需要国际社会加大合作力度，为促进全
球粮食安全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席张晓
强说，在全球经济恢复进程中，各国都应把
粮食生产作为重要任务，各国要加强国际
间合作，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及农产品贸
易的畅通，携手维护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

“面对全球新形势，我们必须更大力
度、更加努力地做强粮食产业链，在开放
合作中，确保全球粮食供应链有效运转，
推动世界粮食贸易健康、稳定向前发
展。”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中粮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栾日成，代表中国粮食

行业协会提出三点建议：积极发挥国际
组织、行业协会的协调推动作用，继续加
强与国际相关治理机构和平台交流合
作，促进全球粮食供应链实现高水平协
作；充分发挥粮食企业的市场主体功能，
持续深化农业贸易和投资合作，提升粮食
生产水平和流通效率，探索国际粮食合作
新模式；积极顺应科技化、数字化发展趋
势，推动全球粮食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论坛上，世界粮食计划署副执行干事
阿卜杜拉、路易达孚集团谷物油籽平台全
球总经理安德烈通过视频就粮食国际合作
发表了看法。国内有关行业领军企业负责
人围绕“开展技术协同创新，优化粮食供应
服务，加快企业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首

农食品集团董事长王国丰介绍了在构建
农、粮、食一体化发展格局、坚持融合化创
新发展以及打造立体化保障体系等方面的
经验和设想，为加快企业战略转型，促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会上，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中国植
物油行业协会发起“节约粮食，反对浪
费”倡议，号召大家在粮食生产、收购、储
存、加工、物流和消费等过程中多环节、
全链条节约粮食。

论坛召开期间还举行了粮食科技创
新和品牌推介会暨签约仪式，来自政府
部门、知名粮油企业及扶贫受援地区代
表进行产销合作、区域协同、对口扶贫、
服务贸易等系列签约活动。

本报讯（记者 买天）2020 年中国国
际服贸会共吸引 1.8 万家境内外企业及
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在参展现
场，世界多国参展商都展出了本国富有
特色的优质农产品食品。阿塞拜疆、乌
拉圭等国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农产品食品
消费市场的重视，看好两国间农业合作
前景，期待借助北京服贸会这一平台，加
强与中国在农业产业和农业服务贸易等
领域的合作力度，共同推动国际农业服
务贸易再上新台阶。

“阿塞拜疆农业具有鲜明的‘外高加
索特质’，我们的葡萄酒、石榴汁等产品
在世界享有盛誉。”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
商务代表处首席顾问那杰克·哈利洛夫
对记者说，阿塞拜疆葡萄种植历史悠久，
葡萄酒品质极佳，口感独特；而石榴被誉
为阿塞拜疆“国宝”，堪称“水果之王”，近

年来，石榴汁出口中国的份额不断增加，
也越来越为中国消费者所熟知和认可，

“石榴汁已成为阿塞拜疆农产品进入中
国市场的明星产品。”

阿塞拜疆地处欧亚两洲交界，处于
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十字路口”，是“一
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国家。“中国举办
服贸会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连通世界东
西、参与全球服务贸易的平台。我们希
望能借此契机进一步发挥我国在‘一带一
路’交通节点中的重要作用，在‘中欧班
列’货物贸易中扮演更重要的服务角色，
更好服务世界经贸往来，与中国携手共同
激发全球经济发展活力。”那杰克·哈利洛
夫说，阿中两国是友好合作伙伴，近年
来，两国经贸往来互动积极，进出口贸易
额大幅增长，未来双方经贸领域的合作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在阿塞拜疆加
强与中国经贸往来
的同时，地处南美
洲、享有“足球王国”
之称的乌拉圭，也看
中了中国广阔的农
产品消费市场，并期
待中国投资乌拉圭
农业产业。

“我们希望能有
更多的中国企业到
乌拉圭投资农业，我
们将为中国企业提
供更好的投资服务
便利。”乌拉圭展区
负责人对记者说，乌拉圭虽然国土面积不
大，但农业生产条件优渥，牛肉、大米、大
豆、柑橘、蜂蜜、鱼子酱等农产品品种丰

富、口感独特，“希望能与中国在农业领域
展开更广泛的合作，也期待能有更多的乌
拉圭农产品食品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坛召开——

推动国际合作 维护粮食安全

多国积极参展服贸会——

期待与中国加强农业服贸合作

关注关注““服贸会服贸会””

中国南方航空“广东荔枝号”翱翔全球。资料图

□□ 马钰博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规模逐年扩大。据中
国海关数据，2002年-2019年，我国对欧盟农产品出口额增长了 4.9倍，
2019 年已达 94.4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高于对美国同期增速 2.7 个百
分点；进口额增长了 20.9 倍，2019 年已达 186.4 亿美元，年均增长
19.9％。目前，我国是欧盟农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农产品进
口来源，也是欧洲地理标志产品潜在核心市场之一。2020 年正值中欧
建交 45周年，欧盟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严重冲击以及英国“脱欧”的
双重影响下，与我国农产品贸易仍保持了良好势头。

上半年我国与欧盟农产品贸易形势如何?

2020年上半年，我国对欧农产品贸易额大幅增长，进口增幅大于出
口。据中国海关数据，2020年上半年，中欧双边农产品贸易额达143.9亿
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8%，占我国上半年农产品贸易额的12.3%。其
中，我国向欧盟出口农产品38.3亿美元，同比下降14.9%，占农产品出口
总额的10.8%；自欧盟进口农产品105.6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占农产
品进口总额的13%。

从国别看，我国贸易对象多为欧盟内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中东欧国家贸易份额偏少。2020年上半年，欧盟内，我国农产品的前 5
大出口市场是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占我国向欧农产品出
口比例分别为24.5%、21.6%、15.3%、6.6%和6.4%；自欧盟前5大进口来源
地是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丹麦，占我国自欧农产品进口比例分别
为 19.3%、18.3%、18%、16.4%和 10.4%。从产品看，双边农产品贸易种类
呈现多元化。2020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出口的前 5大农产品是鱼类、
蔬菜、肠衣、坚果和食用油籽，出口额合计 16.8亿美元，占对欧农产品出
口额的 43.8%；我国自欧盟进口的前 5大农产品为生猪产品、乳品、酒精
及酒类、小麦产品和麻类，进口额合计82.8亿美元，占自欧农产品进口额
的78.5%。

中欧农产品贸易未来发展前景怎样？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快速蔓延，欧洲各国纷纷出
台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多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封城”，导致人工
缺乏、劳动力流动受阻、物流不畅。随着欧洲各国逐步复工复产、各项
经济刺激措施的推出以及多双边积极的贸易对话，农产品贸易迎来更
广阔的前景。

中欧班列是我国农产品走向欧洲的新选择。中欧班列连通了
我国 60 多个城市和欧洲 15 国 50 多个城市，年度班列数从 2011 年的
17 列增长至 2019 年的 8225 列；2020 年 1 月-6 月累计开行 5122 列，
同比增长 36%，实现逆势增长。中欧班列为要求运输时间短、产品
不适合海运的农产品提供了新选择。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在航
空禁飞、海运停运的情况下，中欧班列不仅担负向欧洲国家运送防
疫物资的新使命，更搭载了百姓日常生活必备的米面粮油、肉禽蛋
奶等生活物资往返于亚欧大陆之间，体现了维护双边农产品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的独特优势。《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签署，为中欧农
产品贸易提振信心。2020 年 7 月 20 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
签署，该协定确保了地理标志农产品在对方市场上将得到法律保
护，对维护双方企业和农民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对我国而言，随着
现阶段来自全国 27 个省市的 100 个地理标志产品在欧洲市场上市，
农食产品的高标准也将倒逼我国相关产业的升级发展，进而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该协定更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开展农业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与投
资，拓展贸易渠道，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欧在“后疫情时代”经

贸合作创造更多机会，实现双边农产
品贸易健康稳定增长。

稿件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1.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预测，2020 年，世界大米产量将达 5 亿吨，同比增
0.9%，达历史最高。中国为 1.47 亿吨，同比增 0.18%；印度为 1.18 亿吨，同比增
0.05%。报告称，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大米主产地。两国稻米后期生育状况将对预
测值产生影响。

2.根据阿根廷农牧渔业部报告，今年上半年，阿农产品出口额为 199.93 亿美
元，占出口总额的 73％，同比下降 0.6％。中国是阿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目的国，出
口额为 26.49亿美元，占阿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13％，同比增长 20％。其次为欧盟、
巴西、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别占 13％、8％、6％
和 15％。

3.泰国商业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前 7个月，泰国大米出口持续衰退，外销
价值为22.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比较降低14.42%。前3大出口市场依次为美国，达
4.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比较增长27.88%；其次是南非的1.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比
较降低6.2%；以及安哥拉的约1.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比较攀升13.27%。

4.巴西农业供应公司（Conab）表示，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对过去 7
个年度的大豆产量估测值进行了修订，同时将 2019-2020年度产量估测从此前的
1.2亿吨上调至1.25亿吨。

5.2019-2020年度，澳大利亚鲜食葡萄出口量达到15.22万吨，出口额近6.23亿
澳元，双双创历史纪录。中国市场继续为其提供强力支撑，占总出口额的42％，同
比增长25％。

6.印度秋季播种已全部完成，总播种面积 1.082亿公顷，比上年增长 7.15%，其
中水稻增长10%，豆类和油籽分别增长了4.6%和13.04%。印度当前秋季和冬季粮
食产量目标分别为 1.492亿吨和 1.484亿吨，2020-2021年度作物年粮食总产量目
标为历史最高的2.983亿吨。

7.据欧亚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消息，2020年上半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农产品
相互贸易额达 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5%。其中，大豆贸易增长 7.4倍，成为拉动农
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

8.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上半年，乌克兰与中国农产品贸易额达 2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乌克兰出口农产品24亿美元，主要农产品为
玉米、向日葵粕和葵油。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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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互惠共享”，1.8万家境内外企业和机构通过线
上线下参展参会。 本报记者 刘凤羽 摄

国际农业信息速递国际农业信息速递

本报讯 9月 7日，由德国农业协会主
办的 2020 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在
四川成都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次展会以全畜种全产业链
覆盖为基准，旨在展示和推广集约化畜牧
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展
会设展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00
余家。其中来自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十
余个国家的展商亮相展馆。

在外国展区，德国福格申机械工程
（昆山）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阮必猛告诉笔
者，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畜牧业正在从传
统走向现代并逐步向环保模式转变，生产

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持续
增强，此次我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来参展，也是为了把我们企业的先进设备
和耕作技术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企业了解
并受益。

据德国农业协会负责人张莉介绍，德
国农业协会是欧洲领先的食品和农业发
展组织之一，近年来与中国在农业机械、
畜牧、农机安全检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合作。而集约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的发
展趋势，举办此次畜牧展也是为中外企业
在知识和创新交换方面提供更好的交流
和服务平台。 丁祎

2020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在成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