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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 1790万吨的产量从全国第五跃升全
国第一；

2019 年，以稳定在 2000 万亩的面积和 2140 万
吨的产量，成为全国首个产量超 2000 万吨的水果
大省（区）；

2020年，全区水果种植面积达2058万亩，总产量
超过2461万吨，优果率达77.98%，水果产业已发展成
为千亿元产业。

作为全国水果大省（区），近年来，广西按照建
设现代特色农业的要求推动水果业发展，三年迈出
四大步，目前广西全区水果产值和农民水果收入占
比达 20%，成为脱贫攻坚和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
力量。

推进结构调整 优势更优特色更特
打造水果产业集群

广西是全国水果种植优势区域，自然资源得天
独厚。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水果产业，分
别于 2003年、2009年推行以“良种化布局、标准化生
产、商品化处理、产业化经营”为主题的优果工程和
以“产业集群化、质量品牌化、加工精深化、功能多样
化”为特征的优果工程升级行动；2019年，广西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发展效益、品牌提升、产业融合和扶贫攻坚4
个方面的目标要求，水果业被列为全区6个打造千亿
元目标的产业之一。

方向既定，政策引路。广西制定水果特优区推
进方案，规划柑橘、芒果、香蕉、火龙果等重点水果的
发展，并将优化水果结构布局纳入党委系统监察事
项，加大力度推进结构布局优化，逐步形成了主业突
出、特色多样的发展格局。“3年来全区水果产量以年
均 11%的速度增长，大宗水果优势更优、特色水果异
军突起、产业地位不断上升。”自治区水果站相关负
责人介绍，一是根据广西越冬条件好、春季阳光充足
的特点，科学发展柑、橙、柚等大宗水果；二是深度改
良荔枝、龙眼、芒果等传统水果；三是大力发展火龙
果、芒果、葡萄、柿子、李、桃、梨等特色水果；四是积
极培育发展大青枣、猕猴桃、番石榴、莲雾、蓝莓等优
稀水果，提升打造特优水果产业集群。

通过调优产业结构，广西成为全国首个周年应
市柑橘生产省区，多项水果指标纷纷登顶夺冠：全区
砂糖橘约 302万亩、沃柑约 160万亩，成为具有全国
首位度高的优势产业；4年累计改良芒果传统品种超
过 110万亩，并实现面积产量全国第一；火龙果面积
增长近一倍，列全国第一；百香果面积年增率达 30%
以上，列全国第一；柿子面积近 50 万亩，列全国第
一。多个品种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南方葡萄面积近
50万亩，列全国第十，被誉为“华南吐鲁番”；南方梨
产量华南居首，桃李面积合计达 100万亩，列华南第
一，成为全国主要产区；香蕉产量实现翻番，连片经
营的基地规模全国领先；荔枝、龙眼年产量分别稳定
在 50万吨左右，多种优稀新水果在广西开发并形成
规模基地。

“香蕉应市期从原来的 4 个月左右延长到 8 个
月，柑橘实现周年上市，从 7月早柑到次年 6月的夏
橙，月月都有柑橘上市、出口。”该负责人介绍。

在水果生产大县——桂林市恭城县，水果产值
一度占当地农业总产值近70%。每年深秋时分，恭城
各地都会上演传统的“晒柿饼”大会，黄澄澄的柿饼
映衬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吸引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
前来观赏，成为农旅融合发展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除了柿子能卖钱，新鲜柿子梢也是个宝。”嘉会镇泗
安村果农王生强说，镇上有专门收购新鲜柿树梢的
药材铺，每年光是卖柿子梢就能增收数百元到千元
不等。靠着这一水果产业，去年包括王生强在内的
600余户贫困户都顺利摘下贫困帽。

据统计，过去，广西全区 54个贫困县（市、区）有
38 个将水果产业纳入“5+2”特色扶贫产业，占比
70%；去年 54 个贫困县（市、区）水果产业果园面积
912万亩、产量 740万吨、产值 292亿元；全区 13个国
家级水果特优区贫困县占 6个，百色芒果、隆安火龙
果、融安金橘、天峨珍珠李等贫困地区的产品成为区
域性品牌，百色芒果和融安金橘还成为全国扶贫案
例，水果产业俨然已发展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支
柱产业。

加大自主创新“八张名片”“五大突
破”增强发展动能

按照提升生产体系的要求，广西制定了创新推
动做强八大特色果业发展方案，推进十个方面技术
创新，实现五大突破。一是建设全国最大的优质火
龙果和首个冬春熟火龙果生产基地；二是创建多品
种、分期熟、好中优的优质芒果生产基地；三是加快
发展早晚熟南方葡萄基地；四是建设大湄公河经济
区最大的柿子生产基地；五是不断壮大优质李生产

基地；六是打造华南最大的早熟桃生产基地；七是
加大南方早熟梨基地建设；八是加快优稀水果基地
建设。

以“三避”为中心的防灾技术大突破。全区水果
业目前每年推广以盖膜、套袋为主的简易设施栽培
技术350万亩左右，每年减少损失50万吨以上。

以水肥（药）一体化、覆盖防草、机械作业为代
表的省力化栽培普遍应用。目前，全区 8 大类主要
水果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达 265 万亩，其中南
宁市就达 115 万亩，覆盖大部分规模化果园。山地
果园运输线、无人机防控等机械作业正在快速推
广，武鸣万锦、起凤橘园等果场的柑橘基本实现全
程机械化作业。

绿色生产技术加速推广。目前全区实施柑橘有
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县6个、面积30万亩，带动了数百
万亩果园跟进应用，并创造了“有机肥+测土施肥”、

“有机肥+微生物堆沤”、有机肥水剂化及果园绿肥与
生草等多种模式。荔枝蛀蒂虫防控则在果园在地测
报、联防联控的基础上创立了灯光驱避物理防控新
技术，实现零农药。

水果商品化处理全面普及。香蕉全面实现无伤
采收和纸箱包装，柑橘处理实现从果重到含糖量的
无损伤自动化分级。

企业自主创新全面激发。火龙果从学台湾种植
技术起，已实现从架式改造、遮阳防寒、降温调湿，到
行间生草、人工补光等多项技术的超越。在二、三产
业领域，运亨酒业的荔枝多品系加工、北海果香园的
速冷保鲜技术研发和恭城丰盛园的气调包装研发也
取得了新突破。

“广西面积最大的砂糖橘主要靠两大技术创新，
一是黄龙病防控，二是薄膜覆盖。”自治区水果站专
家指出，耐旱怕雨的葡萄也是薄膜覆盖技术的受益
者，它使广西成为华南第一、全国第十的葡萄优势产
区。广西每年十几万亩的新植香蕉和北沿地带的火
龙果安全越冬，靠的也是这张薄膜。让广西水果跨
越发展的另一支撑技术，则是目前规模化果园已普
遍采用的水肥一体化。“使用这一技术，每亩节水节
肥省工35%-50%，大大提高优果率，广西曾因为水肥
一体化的推广应用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蕉园漫灌传
病，从而成为全国连片规模最大的产区。”

据自治区水果站统计，从2016年以来，全区共进
行了 45个水果种植、防病和加工技术省级标准的制
定和修改立项工作。推广了 20多项新技术，实施国
家级水果标准园 30多个、自治区级水果标准园 50多
个，建立绿色产品生产基地 500多万亩，获得绿色食
品认证 87个，全区平均优果率超过 75%。通过重点
抓好六大提升行动，2020年全区良种良苗覆盖率达
到95%，其中柑橘、香蕉、西番莲脱毒苗达到100%。

创新经营机制 全产业链发力打造
千亿产业推动融合发展

在保鲜转化的同时延链增值。广西提出，以产
业园和示范区为载体，抓好水果冷链贮运与保鲜加
工，重点加强产地预冷、商品化处理和冷链物流建
设，扩大水果清洗、分级、保鲜、包装等初级加工覆盖
面，建设与水果保鲜加工相配套的冷藏车、冷藏库等
冷链物流体系，延长水果保鲜期与加工期；立足原料
基地建设，协调推进荔枝、芒果等水果精深加工；积
极发展观光休闲果业，拓展“农产品生产+加工+休
闲+康养”的新型产业融合模式；发挥行业优势，引进
推广最新的采后处理和加工转化技术，指导企业加
快技改创新。

“围绕完善经营体系，广西果业从种植、流通、加
工等领域全面发力，培育新型主体，推动一二三产融
合，打造千亿元水果产业。”自治区水果站相关负责
人介绍，一是推进土地和果园流转，提高组织化程

度，二是组建产业联盟推进抱团发展，三是龙头带动
推进加工。

南宁市武鸣嘉沃农业专业合作社就是一家以
沃柑、火龙果种植为主，集种植、果品增值包装及
冷链、金融及技术服务于一体，配套农业观光旅
游，致力于打造“三产融合”“沃柑全产业链”的大
型农业专业合作社。“广西 160 万亩沃柑种植面积，
45%集中在南宁武鸣地区。”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嘉沃在广西率先推出“政府+银行+合作社+农户”
合作模式，打造出一个共创、共享、共赢的“社员之
家”服务平台，平台汇集了金融企业、渠道商、农资
厂家、科研机构、加工厂、冷链运输、社员种植户等
各方资源，建立了农产品溯源信息库，制定了精准
的订购标准，并以此指导社员调整种植基地的生
产结构和生产方式，做到规范化种植，建立起统一
农产品等级、标识和品牌，搭建集科研、生产、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商圈大联盟，真正保障“从田间
到舌尖”的食品安全。

据介绍，“社员之家”平台通过全方位帮扶社员
解决产业的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难题，通过统一
科学管理、高效种植，谋求沃柑产业更高质量发展。
目前，“社员之家”平台共有社员 260多户，社员标准
化种植沃柑面积达3万亩，充分发挥出合作社产业引
领带动作用，引领当地农民致富。

嘉沃只是全区水果创新经营机制推动融合发展
的一个缩影。南宁市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千亩以上
的果场有 80多家、百亩以上果场 460家；南宁市火龙
果协会90多家会员企业，通过统一生产技术、统一价
格评估谈判，实现了市场产量大增的情况下价格的
平衡甚至反弹；恭城县通过丰华园等多家龙头企业
的带动，改进柿饼加工工艺，并联合陕西企业开拓国
际市场，实现月柿原料果价格上扬80%……

据行业统计，全区注册登记的水果农民合作社
达 19087家，全区培育市级以上加工龙头企业 13家，
带动了果干、果酒、果汁等产品的加工业发展。2020
年预测水果种植业产值为 973.88 亿元，同比增长
19.41%；全年预测流通增值 527亿元，同比增 1.28%，
加工增值 105 亿元，同比持平。预测 2020 年实现全
产业链产值为1606亿元，同比增长约10.81%，进一步
夯实水果作为全区六大千亿元产业的基础。“未来将
积极培育区域、企业、产品的水果品牌，进一步提升
广西果业美誉度，加大早晚熟柑橘、火龙果、百香果
等水果品牌打造，逐步打响桂果系列品牌知名度。”
自治区水果站负责人表示。

（文图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果站提供）

三年四大步 广西打造千亿果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

葡萄避雨栽培。

桂洁公司水果采后商品化处理生产线。 柑橘采后商品化处理。 柑橘盖膜。

金福公司火龙果补光场景。

公安部：打好“五战”
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馨远）记者从公安部
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公安部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要求，深入开展“长江禁渔”，严厉打击涉江违法犯罪
活动，着力打造“安澜长江”，有力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公安部将在具体工作中全力打好“五战”。一是推
进风险防范阵地战。加强涉江基础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全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二是推进“长江禁渔”持久
战。深化部门、区域、江地之间联合巡查执法，最大限度摧毁非
法捕捞犯罪团伙，严防非法捕捞活动出现反弹。三是推进打击
非法采砂攻坚战。针对非法采砂犯罪规律特点，采取异地用
警、挂牌督办、提级侦办等措施，打深打透“行霸”“江霸”等黑恶
势力及“保护伞”。综合运用视频监控、治安巡控、交通查控、群
防联控等多种方式，加大联合整治、源头治理力度。四是推进
服务经济社会主动战。研究推出更多便民利企新举措，注重保
护知识产权，维护沿江企业合法权益，全力保障企业健康发
展。五是推进长江警务合作整体战。进一步健全信息资源共
享机制、执法办案协作机制、水岸区域联控机制和“一线带三
圈”长江警务高质量发展长效机制，全面构建长江警务合作新
格局，实现长江经济带警务一体化协同发展。

□□ 韩学文 李健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记者来到地处科尔沁沙
地北端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站在哈
吐布其嘎查举目四望，一株株沙棘扎根在这片土
地上，看似细嫩的枝丫里奔涌着坚强的力量，牢牢
锁住脚下的黄沙。

“过去有人调侃，咱们这一年刮两次风、一次
刮半年。如今通过种植沙棘治沙，生态好了、风沙
少了，走路再也不会一嘴土、一脸沙了。”嘎查党支
部书记金扎拉嘎望着如今止步不前的沙丘笑道。

曾经的科右中旗“南三苏木”是沙化集中连
片区，沙化土地面积占全旗沙化面积的 37.5%。
除了贫穷就是满天飞沙，地上不长草、牛羊房上
跑，成了人人想远离的“孤岛”。如今，一个个流
动沙地已经被防护林固定住，还长出了成片的沙
棘林。

家住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嘎查的
白吉林白乙拉是一名护林员，看护中央宣传部捐
资种植的 1500亩沙棘林。“沙棘树长成后既可以
卖果，又能吸引游客观赏，能带来不少收入。”白
吉林白乙拉算了一笔账，护林员工资加上沙棘林
集体经济分红和养牛产业收入，他的年收入能达
到 5万元。

近年来，兴安盟坚持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
置，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坚持因地制宜、绿色发
展，在贫困地区探索出一条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
建设双赢的新路。如今，科右中旗各族干部群众
团结一心植绿治沙，全旗 611 万亩沙化土地中，
有效恢复 540万亩，恢复比例达到 88.4%；森林覆
盖 率 从 2014 年 的 15.43% 提 高 到 2019 年 末 的
18.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从 2017年的 35.17%提
高到 2020年的 63.96%；2016年以来，有沙天气较
历年同期平均减少 21 天。全旗 138 个重点贫困
嘎查全部退出，8344 户 21830 名贫困群众全部

脱贫。
每逢假日，乌兰浩特市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

假区里总是游人如织。这里清泉叠瀑、草树青翠、
花浪起伏，山水相依美如画。可就在几年前，这里
却是一片废弃的采石坑，破败不堪。

村民王哲文过去农闲时常到这里采挖石料，
挣点儿零花钱。回忆起过去的环境，王哲文直皱
眉头：“采石坑周边没有几根草，刮风天都是沙子，
一下雨山上连石头带土往下冲，洪水没过大腿根。”

2017年，乌兰浩特市全面启动“城市修补、生
态修复”工作后，制定了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规
划，将采石坑打造成占地近 400公顷的生态旅游
度假区，实现华丽蜕变。“如今家乡的环境好了，
我成为景区的绿化工人，一年能赚3万块，不用采
石了，每天瞅着这美景，干活都不觉得累。”王哲
文说。

年过半百的阿尔山市居民赵桂英也依托绿色
生态，实现了职业转换。赵桂英曾是当地一名伐

木工，一年四季生活在森林里，砍木头、运木材。
在 2012年阿尔山林区实施全面禁伐后，她主动放
下手中弯把锯，开起农家乐，吃上生态饭，以一种
全新的方式继续生活在她热爱的林区。

中国天然氧吧、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地、国家生
态旅游示范区……荣誉接踵而至。2018 年和
2019年，兴安盟阿尔山市、乌兰浩特市先后荣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2020年，生态环境部公
布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名单，兴安盟为自
治区唯一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科右中
旗被命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

在红色兴安盟的绿色沃土上，万顷城市森林、
千亩城中草原令人惊艳，森林村庄、森林小镇欣欣
向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山、水、
林、田、湖、草、沙构成的美好生态环境在这里
重现。

内蒙古兴安盟：绿色生态造就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