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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区域风采

□□ 危健峰

近日，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举行三红柚开园采摘仪
式，全镇1万亩、350万斤三红柚正式上市。

农户钟启明种植了 6年三红柚，今年柚树开始大量挂果，产
量有 20多万斤。他笑着说，通过有机肥种植，三红柚果型好、肉
质爽口、甜度高，在市场上受到客户青睐。

“价格每斤卖到3.5元到6元，主要销往珠三角市场。”钟启明
说，他的三红柚注册了“嘉果郎”商标，还特地拟了广告语“认准嘉
果郎，柚福柚爱柚健康”“用心打造这片热土、用爱浇灌每棵果树、
用情培育绿色果实”是钟启明从城市回乡种柚的初衷，他认为做
农业需要资金更需要情怀。

由广东三红柚农业有限公司打造的标准果园，是龙村镇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示范种植基地，该基地约 1200 亩，实行
“公司+基地+农户”管理模式，做到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使
示范推广和产业化融为一体，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农
业生产格局。

该公司负责人刘彩标种植三红柚已经 10多年，经过多年的
摸索，他认定了“有机肥种植，保证质量取胜市场”的理念，“今年
公司、基地和农户三红柚产量约200万斤，真是大丰收！”同时，仅
该基地带动的 10户农户中，有 2户年种柚收入 30万元，8户超过
20万元。

刘彩标介绍，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的支持推动
下，梅州柚的销售渠道不断拓宽，梅州柚销往全国各地，这对农户
和柚企来讲是“最大的福音”，也坚定了大家发展柚子产业、加快
乡村振兴的信心。

“龙村三红柚丰收啦，龙村三红柚欢迎您！”开园采摘仪式现
场，柚农面对媒体镜头发出热情邀请。

据介绍，龙村镇有“四个万亩基地”，即茶叶、油茶、三华李
和三红柚种植分别达到了一万亩。今年在广东省文联、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和广东画院组建的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贫工作队
的助力下，龙村镇政府举办三红柚开园采摘活动，邀请各界媒
体、网红带货、市民游客到现场参与宣传推荐和体验，助力龙村
三红柚热卖。

□□ 靳天龙

近年来，陕西省柞水县充分借助科技帮扶“四级联动”
优势，以木耳产业质量提升、全链条发展和深加工为切入
点，促进木耳产品深加工、稀有食用菌研发及康养旅游全链
条联动发展。

据了解，柞水县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研发黑木耳菌
种 5 个、金木耳等优生品种 7 种、木耳深加工产品 16 类 82
种；推动木耳产业“接二连三”，开发木耳菌草茶等产品6大
类 16 个。该县先后引进陕西中博、陕西三八妇乐等 6 家县
外木耳产业化企业落户柞水，培育壮大秦峰、新田地等 8家
县内木耳产业化企业，示范带动木耳产业延链补链。

同时，该县充分发挥科技桥梁纽带作用，采集27个柞水
地方特色菌种进行比对试验，并成功培育出玉木耳、金木
耳、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建成木耳产品深加工研发示范基
地，先后研发出木耳脆片、木耳冰激凌、木耳益生菌等示范
产品；积极探索开发“区域公用品牌+文化旅游”“区域公用
品牌+大健康”的融合发展模式，系统研发木耳糖、木耳肽等
深加工产品；建成集木耳种植、科普、体验观光为一体的金
米木耳产业园、西川木耳小镇两个AAA级乡村休闲游景区，
有效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陕
西
﹃
柞
水
木
耳
﹄
全
链
条
联
动
发
展

广东梅州“龙村三红柚”走向大市场

锐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文/图

秋风中，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米箩镇黔
恒农业发展公司猕猴桃基地里，工人们双手“左
右开弓”，熟练地采摘已经成熟的猕猴桃，丰收
的喜悦溢于言表……“猕猴桃”是这个秋天六盘
水人的热词。

作为“中国野生猕猴桃之乡”、我国重要的
猕猴桃种质资源库，六盘水市是业内认定的全
球高品质猕猴桃最佳产区之一。20年前，红心
猕猴桃首先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安家”，如今，已
有种植面积20余万亩。猕猴桃产业在好山、好
水、好空气中茁壮成长，随处可见的猕猴桃果
园，成为乌蒙山深处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个产业就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农业整体
形态。一颗猕猴桃产销两旺的背后，是六盘水
全力推进产业兴旺，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扎
实作为和创新思路。

建设标准园区，引领提质增效

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在提升
产量和产值上找出路。进入新发展阶段，围绕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初，六盘水提出以

“产量产值双提升”为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
线，以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管护为重点，加
快现代化基地建设，促进猕猴桃产业提质增
效。力争通过 4年努力，到 2024年全市建成猕
猴桃“吨产园”10万亩。

一石激起千层浪，乌蒙山深处的20余万亩
的猕猴桃园里，果农干劲十足，争相朝着“吨产
园”的目标努力。

“为抓好猕猴桃‘吨产园’建设工作，今年以
来，六盘水市农业农村局及市猕猴桃专班多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任务分解及分工，编制《六
盘水市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吨产园’建设行
动方案（2021-2024 年）和《六盘水市 2021 年猕
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吨产园”建设实施方案》，
有序推进六盘水市猕猴桃‘吨产园’建设工作。”
六盘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猕猴桃专班班长
胡兴建介绍说。

从春天花开缤纷到秋天果实累累，六盘水
猕猴桃园里人潮涌动，“强根基”的建设曲、“壮
筋骨”的管护曲、“硬内功”的科研曲、“涨形象”
的品质曲、“激活力”的保障曲……一首首勤劳
的歌曲在果园次第奏响，286 公里的基地引水
管网、146公里的运输通道、4万亩的节水灌溉、
2.8万亩的水肥一体化建设如期完成，为产业的
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保障。

“从目前猕猴桃测产测效结果来看，全市猕
猴桃生产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产量从去年的2.5
万吨增加到今年3万余吨；产值从去年的7亿元
增加到今年 9 亿元。”近日，在黔恒农业发展公

司猕猴桃基地举行的 2021 年凉都猕猴桃产业
新闻发布会上，胡兴建介绍道。

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投入、项目
扶持、农民参与保底分红的模式，六盘水凉都猕
猴桃产业发挥出产业优势，激活了农村的自然
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促进了农业增产增
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真正实现了

“零资金投入，零距离就业，零风险发展”的“产
业振兴”。

培强新型主体，联结千家万户

“我家有20亩地，这20亩原来是种玉米，玉
米收来喂猪和酿酒，最多的一年也只卖了 7000
多元。”在黔恒农业发展公司猕猴桃基地，正在
采摘猕猴桃的叶华飞说，村里发展猕猴桃产业
之后，她家就把土地流转给公司，她和丈夫也进
入公司工作，一家人带着土地都投入到猕猴桃
产业里去了。

“现在一亩地的流转费是800元，我每个月
的工资是 2500 元到 3000 元，再加上我老公，这
两年家里年收入都在十几万元。”叶华飞说。

水城县猴场村的郭继雷，是六盘水第一批
参与种植猕猴桃的农户，他种的猕猴桃，一亩收
入超过3万元，早就跨过贫困线，过上了幸福甜
蜜的小日子。

“我们每天工作 8小时，一天工资有 70元，
加班还有加班费。”六枝特区大用猕猴桃产业园
基地，骂冗村的李春琼、李德琴姐妹俩每人每月
收入 2000 元，加上土地入股分红，一年下来各
家收入也有 2 万余元。“村里有了猕猴桃产业，

就不再外出打工了！”姐妹俩高兴地说。
在水城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猕猴桃是“第一

金果”。以猕猴桃为主导产业，园区大力推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集生产、加工、物流、研
发、示范、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产业体系，被认定为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猕猴桃)质量安全示范
区”和“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产品销
往全国各地和加拿大、俄罗斯市场，农旅融合年
接待游客100万人次以上，成为引领贵州农业现
代化的排头兵和乡村产业兴旺的新样板。

六盘水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明介绍，通过
实施猕猴桃“吨产园”建设行动，全市涌现了一
批高质高产高效的猕猴桃生产基地，如水城猴
场乡、米箩镇和六枝龙河镇等猕猴桃“吨产园”
示范乡镇；水城米箩镇铜厂村、猴场乡猴场村和
六枝龙河镇陇木村等猕猴桃“吨产园”示范村；
黔恒公司、乐丰公司、林投公司等猕猴桃“吨产
园”优秀企业；晏庭银、张以华、范存学等平均亩
产超过1.5吨的猕猴桃“吨产园”家庭农场。

如今，六盘水猕猴桃产业面积超过20余万
亩，覆盖 14.86 万人。每年提供就业岗位 660
万-700 万人次，促进务工总收入达 2.2 亿元到
2.5 亿元，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猕猴桃产业
成效显著，为实现“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作出
了积极贡献。

接通产业链条，助力提档升级

把果品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效益优势，关
键在于提升现实生产力。推行集约化生产是重
要抓手，实现标准化生产更是制胜法宝。

六盘水的红心猕猴桃8月中下旬才开始成
熟。“猕猴桃最后一个月是转糖期，外面看大小
是一样的，但这是品质形成的关键期。”黔恒农
业发展公司负责人何荣海说，为了杜绝抢市场
而提早采摘，公司统一品种，统一标准，一定要
把关系老百姓生计的产业做好。

六盘水市作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猕猴桃作为地方特色产业，老
百姓也很理解公司对每一个细节的苛刻要求。

“果园始终坚持口碑与品牌并重，不催熟、
无农药、无化肥，走绿色生态种植路，吃进嘴里
一口，都是大自然的味道。”何荣海认为，想把区
域公用品牌运营好，专业化分工和集团化作战
是关键。

果子要卖出去有利润了，老百姓才能有收
益，但何荣海并不担心这件事，作为负责收购基
地猕猴桃的六盘水市农投公司，有专业团队开
拓全国市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销售。

“夏末初秋，邂逅美味惊喜。”成为贵州邮政
“黔邮乡情”平台上推介六盘水红心猕猴桃的广告
语。在当地政府和邮政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猕猴桃
种植业，依托邮政线上线下的渠道资源优势，一颗
颗红心猕猴桃走出大山，走进全国人民的果盘，农
民、地方政府和企业创造出了“新农业”形态。

猕猴桃鲜果是“凉都弥你红”销售的核心产
品。“我们建设了万吨级的冷链物流中心，可以
实现猕猴桃长达 9 个月的保鲜存储，有效提升
了果品货架期和商品价值。”六盘水市农投公司
总农艺师张辉介绍。

为延伸产业链条，六盘水建成了“凉都弥你
红”生态食品加工园进行猕猴桃精深加工，现已
形成果酒 1万吨、饮料 5000吨的产能。截至今
年 6 月底，生产猕猴桃果酒 21.6 吨、原浆 114.8
吨、猕猴桃蒸馏酒6.8吨、猕猴桃饮料132吨、猕
猴桃果浆114.8吨。

这几天，何荣海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摘成熟
的果子。这一季红心猕猴桃采摘后，等着他的，
是冬剪修枝、绑枝条、施冬肥，搞冬灌、抹芽、授
粉、套袋、除草、夏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四
季轮回。

“从某种意义来说，猕猴桃产业的实践，也
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践。”李明说，六盘水猕猴桃的发展历程，既是
一段产业发展升级之路，也是一段乡村振兴探
索之路。不管是在水城百里猕猴桃产业带，还
是在六枝木岗至龙河猕猴桃产业带，猕猴桃产
业的发展，壮大了产业、改善了生态、绿化了乡
村。通过猕猴桃产业，把分散的土地、分散的农
民、分散的组织有效聚集起来，优化了乡村经济
治理、社会治理、组织治理，展开了一幅“农业
强、生态美、百姓富”的新画卷。

一颗“红心”产销两旺的背后
——“中国野生猕猴桃之乡”贵州六盘水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

宁夏灵武市郝家桥镇泾灵新村是一个生态移民村。近年
来，泾灵新村引进企业发展蜜瓜种植，流转1500余亩土地，建
设大跨度连栋大棚，采用“支部+企业+基地+农民”以销定产
的订单农业模式，带动 300 余名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农民在泾灵新村蜜瓜种植基地清洗蜜瓜。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近日，半成品食材供应商千味央厨成功登
陆深交所主板，“国人厨房”河南省在餐饮供应
链方面又进一步。千味央厨上市背后则透射
出半成品食材供应这片蓝海，应该引起市场的
更多关注。

半成品食材，也叫预制菜，这两年的火爆
和社会发展程度紧密相关。随着社会消费升
级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城市消费者正在从

“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特
色”转变，对健康、绿色、安全的半成品食材需
求持续上升，推动整个预制菜行业快速发展。
有专家预测，根据中国目前社会结构的核心经
济指标，比如人均GDP水平、劳动人口比重、
家庭人口结构等，预制菜在中国也有望迎来一
个高速增长期。

半成品食材高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则是
餐饮市场连锁化。近几年，随着餐饮行业的快
速发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餐饮企业有增盈
利、降消耗的内在动力，对半成品食材的需求
日益增强，部分速冻米面制品供应商开始将业
务重心从零售市场转移到餐饮市场上来。千
味央厨较早专注和布局餐饮市场，肯德基的油
条、赛百味的方形扁平面包、汉堡王的流心芝
士、真功夫的包子……都出自这家“厨房”。可
以说，餐饮市场连锁化趋势赋予了半成品食材
行业新的发展机遇。

虽然已有千味央厨、味知香等上市企业，
但目前半成品食材行业还是以中小规模企业
为主，市场集中程度较低，区域性特征明显。
对于很多生鲜供应链企业来讲，半成品食材行
业符合当前消费趋势，转型升级难度较小，或许是一个打通企
业端和消费端的好机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餐饮行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
为敏感，餐饮企业普遍存在较大的经营压力，销售渠道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迈向半成品食材这个蓝海，供应链企业一定
要紧紧抓牢广大消费者，多推出贴近消费者的家庭型产品，在
大型商超、网络电商等细分渠道方面多多用力。只有打造出
消费者认可、渠道支持的产品品牌，与消费者建立更为紧密的
联系，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浙江举办品牌农产品秋季选品会

肥美的湖州蟹、香酥的缙云麻鸭、皮薄的温州肉燕……近
日，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浙江省优质品牌农产品秋季选品会
在衢州举行。

现场，来自浙江省的21家区域公用品牌运营企业与生鲜
网商、直播平台、商城超市、餐饮企业等采购商进行了深度对
接，携手助力山中好物走出“深闺”，飞进百姓餐桌，助力乡村
振兴，充实共富愿景。

近年来，浙江全省各级供销社、农合联大力实施农业品牌
化战略，打造了阿拉宁波、瓯越鲜风、湖州两山、嘉田四季、金
农好好、三衢味等32个区域公用品牌，形成了营销品牌化引领
生产标准化、服务标准化的格局，并通过健全联购联销体系、
创设展示展销载体、开展产销对接活动等服务形式，有效拓宽
了品牌农产品销路，有力促进了农民丰产丰收。

为进一步推动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本次选品会以
“优选‘浙’里 携手共富”为主题，共有来自浙江全省和四川、
新疆、吉林等对口地区的近千种优质品牌农产品参展。与此
同时，上海蔬菜集团、叮咚买菜、美团优选、杭州华联、有播、云
集等52家长三角头部农产品采购单位来到活动现场选品、对
接，倾听产品背后的农人故事。 奚金燕

图为果农正在采摘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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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蔓莉

今年上半年屡上热搜的广东徐闻菠萝又有新
动作。近日，《“徐闻菠萝”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
划》项目通过专家评审，“菠萝的海，香飘四海”正
式成为“徐闻菠萝”品牌主宣传语，品牌标识同时
产生，徐闻菠萝产业进入品牌发展新阶段。

近日，由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承
担的《“徐闻菠萝”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项目通过验收。“规划”提出了徐闻菠
萝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总体目标及分阶段目标，
提出要将徐闻菠萝打造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公
用品牌，构建现代农产品品牌价值体系，推动菠萝
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提升示

范引领功能，带动徐闻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和产业
集群发展，从而真正实现菠萝产业的规模化、产业
化、科技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

据项目主持单位负责人介绍，为了进一步壮
大徐闻菠萝产业，擦亮“徐闻菠萝”区域公用品牌
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两块金字招牌，徐闻县人
民政府委托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编制

《规划》及实施方案，这是徐闻县委县政府着力推
动品牌引领产业发展的高瞻远瞩之举。《规划》时
间跨度三年，确立了品牌、产业、效益三位一体的
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战略，对“徐闻菠萝”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目标、战略定位、品牌定位、品牌形象识
别系统、构成要素、传播策略、战略实施等作出全
面规划，并提出“十大工程”作为战略规划实施的

重要保障。
该负责人表示，《规划》的顺利实施将产生品

牌引领效应、地标效应和产业集聚融合效应，惠及
果农果商，推动徐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徐闻菠萝
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徐闻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的美称，有着得天独
厚的菠萝种植环境。徐闻菠萝种植约35万亩，年
产量达70万吨，约占全国的1/3。全国每三个菠萝
中就有一个产自徐闻。徐闻菠萝目前拥有“愚公楼
菠萝”和“徐闻菠萝”两个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建设
具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徐闻县委县政府根据菠
萝产业的发展现状，因势利导，发力品牌建设，注册

“徐闻菠萝”区域公用品牌证明商标，获评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在优化产业布局、建设高标准生态

果园，优化种植结构、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把控源
头、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整合资源、形成产业集群，
力促乡村振兴等方面精心谋划，引导产业健康发
展。同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策略大力宣传
推广公用品牌，品牌价值逐年提升。

编制《规划》是进一步推动徐闻菠萝产业结构
优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从顶层设计
上推动徐闻菠萝产业发展的重要决策部署。《规
划》将围绕“品牌定位、要素构建、品牌传播和科学
管理”四大品牌专业活动，以及“组织优化、人财物
投入、十大工程和三个层次的子品牌建设”四大支
持性品牌活动，追求徐闻菠萝经济价值与社会价
值的共同提升，为徐闻县企业的品牌价值提升提
供行动指南。

“徐闻菠萝”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划出炉

山东烟台苹果精准推介到南宁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农业农村局在广西南宁举办相关精
准营销推介活动，烟台苹果从山东半岛北麓的烟台市来到广
西首府南宁，为广大市民和经销商带来舌尖上的“意外惊喜”。

烟台苹果有 150年栽培史，是中国现代苹果发源地，获批
创建国家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伴随着标准化、品牌化
的提升，烟台苹果正引领全国苹果产业阔步前行。

目前，烟台苹果正经历一次产业革命，其中核心便是苹果
产业的“芯片”——品种。面对苹果品种相对单一、红富士种
植面积一度超过80%的现状，烟台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合理配
比早中晚、红黄绿的品种组合，加快推动苹果产业从“一枝独
大”到“百花齐放”转变。

根据烟台市近期目标，到2022年，烟台市苹果种植面积保
持在 280万亩左右，优质果率达到 90%以上，将进一步巩固提
升“烟台苹果”品牌地位，实现果业强、果乡美、果农富。

长期经销烟台苹果的广西庞三姐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庞
林说，此次烟台苹果推介活动走进南宁，全面展示烟台苹果产
业的亮点和特色，凸显出烟台种类丰富的果品资源和发达的
深加工产业优势。用烟台苹果制作的果醋、果酒、果胶、苹果
脆片等多种果业加工品，也深得市民青睐。 孙宗顺 种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