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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宝坻区素有“三辣之乡”的美誉，“三辣”之一的宝坻特产天鹰椒更是中国
地理标志农产品，辣度可达普通辣椒的五六倍。宝坻区高家庄镇的何志国在宝坻区
经营辣椒收购多年，在邮储银行天津分行的金融支持下，目前年收购规模已达170吨，
年收入450万元。

图为何志国（左）与邮储银行天津分行的客户经理一起翻晒刚刚采摘的辣椒。
王玥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

近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主题活动之
2023椰城香见·大坡胡椒推介会在海南省海
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举行，通过集中展示大坡
胡椒全产业链发展过程及产品品质与特色，
促进产销对接，进一步提升大坡胡椒价值
链，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致富，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效力效能。

近年来，海口市坚持特色化、规模化、
品牌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五化”发展方
向，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椰城香见”，

努力探索特色产业引领品牌先行，品牌先
行引领乡村振兴的品牌致富之路。琼山区
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紧紧围绕

“扩基地、建园区、搞加工、创品牌、拓市
场”，加快大坡胡椒产业园建设，通过产城
一体、镇村联动，着力推动胡椒产业规模
化、产业化、品牌化，积极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胡椒产业链得到有效完善，产品的认
知度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随着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大坡胡椒产
量、品质双提升，目前，琼山区胡椒种植面积
5.2 万亩，收获面积超 4.5 万亩，年产量约

4500 吨。其中，大坡镇种植面积约 3.96 万
亩，是全国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胡椒生产基
地。今年以来，琼山区还积极推动大坡胡椒
特色农产品“走出去”，通过与具有出口资质
的企业合作，“借船出海”闯市场，累计签订
外贸订单 800 吨，实现出口创收，带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下一步，海口市将持续擦亮大坡胡椒品
牌，加快推进大坡胡椒省级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产业园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推动
大坡胡椒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将大
坡胡椒产业做精、做深，让更多农业经营主

体获得品牌收益，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
质量发展。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国内外胡椒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及椒农代表，进行了大宗订单和
订单农业签约。据统计，大宗订单签约总量
为 2550吨，签约总额约 1.62亿元；订单农业
签约量为60吨，签约金额239万元。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大坡胡椒快闪店、美
食集市、互动游戏体验区等场外活动区，不
少市民游客前来品鉴打卡，消费者对大坡胡
椒系列农产品有了更加直观深入的了解，进
一步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品牌引领 订单先行
——海南“大坡胡椒”订单销售超1.62亿元

□□ 吴思琪

走近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小
稠村，便可闻到枇杷酒、枇杷露四溢的甜
香。尽管一年一度的枇杷季已过去三个月
了，但小稠村的“枇杷文章”仍在续写。

桐屿街道“阳光工厂”共富工坊里，枇杷
叶、枇杷花、金樱子、罗汉果、甘草等原材料
经过机械化流水线深加工，一瓶瓶枇杷露就
生产出来了。“共富工坊统筹各方技术、人
才、资金，统一生产枇杷露、枇杷茶饮、枇杷
酒、枇杷果脯等系列产品，从卖果子到‘卖全
身’，将冬花夏实的枇杷转化为全季产品矩
阵。”这里的负责人介绍说，他们的共富工坊
都是订单加工，尽管加班加点，但产品还是
供不应求，接下来考虑再增加些生产线。

“以前枇杷卖完了就没啥事了，自从现
在村里搞起了深加工后，我们的枇杷树浑身
都变成宝了，单种植枇杷，一年到头都可以

忙活喽！年收入十几万还是有的。”任先生
一早就来到枇杷园里，他一边采集枇杷叶、
修剪残枝败叶，一边乐呵呵地说。

小稠村位于路桥区郊外，曾几何时，这
里是一个资源短缺、经济基础薄弱、人均收
入低的小山村。

为了改变村子落后的面貌，小稠村党支
部决定大力发展枇杷种植业，抓住农业和农
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契机，深化“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通过统一经营、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与农户建立利益共享、风险
同担机制，让村民在享受租金、分红的同时，
还能返聘为农业工人。仅仅花了几年的时
间，村民们的收入水平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村里先后十余次
邀请省农科院专家进村进行技术指导，建立枇
杷高品质化试验基地，筛选适合当地种植的优
质枇杷19种，建设300亩规范化栽培核心区，
打造“种子库”，举办“共富大学堂”“枇杷学院”

等，将小稠枇杷优质果率提升至80%以上。
小稠村现有500多户、2000多位村民，如

今已形成了“家家种枇杷，户户有丰收”的良
好局面，全村枇杷种植面积达2000亩以上。

随着枇杷名气越来越响，2021年，小稠村
趁热打铁成立了小稠农旅发展有限公司，注
册“稠记”枇杷露商标，2022年获得路桥首个
国家地理标识“路桥枇杷”，完成了小稠枇杷
从家庭作坊向企业化、品牌化工坊的蜕变。

“以前我们是蹲在路边卖枇杷的散户，
现在我们都卖‘稠记’，大家都认！”果农任华
远说。经过品牌运作之后，小稠村的精品包
装枇杷产品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身价
也一下从三五元一斤到现在的三十几元一
斤，种植户张宝林笑道：“以前种田一天赚几
毛钱，现在一天赚两三百元！”

此外，为了提升品牌附加值，“稠记”品
牌围绕“中国枇杷之乡”主题，设计枇杷品牌
形象“皮皮”，开发衍生胸章、抱枕、帆布袋、T

恤衫等产品，系列产品获评“浙江有礼”省级
伴手礼，推动农产品成功“出圈”。

如今，小稠村枇杷产业产值超800万元，
文化旅游收入超300万元。小稠村村集体经
济从2002年的2万元跃升到2022年的481余
万元，人均年收入从几千元提升到4.2万元，实
现了从贫困村到富裕村、示范村的华丽蜕变。

小稠村如今已成为当地农旅融合的新
地标，枇杷园采摘、迎亚运健步走、枇杷共富
集市、南官食令、星光音乐会等丰富的活动
也吸引了无数游客，进一步打响了小稠村农
旅品牌知名度。

“不光要一村富，更要带动周边村庄一
起富。接下来，我们将大力做好共富文章，
实施村庄组团发展，开发以农业为特色的田
园综合体、乡村旅游观光等产业，继续做大
做强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参与产业发
展、共享发展成果。”路桥区桐屿街道党工委
书记胡三争表示。

路桥枇杷做足品牌“大文章”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近日，第九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
苏）交易会在新疆红旗坡农贸物流园隆
重举行。

第九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
会以“果品展销庆丰收 产业兴旺促振
兴”为主题，通过打造阿克苏区域品牌及
特色果品产业链，实现“买全疆、卖全国”
的目标。交易会设置展位 500 余个，面
积 6 万余平方米，参展产品涵盖农、林、
畜、农机、文旅等产品，室外设置美食餐
饮展区、农机展区、车展区、房展区、娱乐
区等，参展产品预计达 1000余种，200余
家疆外采购商赴会采购。

阿克苏地委副秘书长、农办主任王
先福介绍，第九届交易会在往届交易会
的基础上新增房展区、车展区、疆内外美
食展区、对口援疆市农产品展区、儿童游
乐区等。还邀请全疆其他 13 地州市特
色农产品企业参展，并同时邀请浙江省
10 个地级市龙头企业参展，范围较往年
扩大。同时，本届交易会参展展位规模
由往年 300 个增加到 500 余个。交易会
期间举行观展活动、签约仪式、产销对
接、专场推介等，在开展线下展销的同
时，依托浙江网上农博“阿克苏馆”、云交

易平台，网络主播开展线上直播活动，设
立内地分会场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推
介活动，引导更多企业（合作社）积极开
拓线上农产品市场。

阿克苏地处南疆中心，地域广阔，水
土光热资源得天独厚，孕育出了一大批品
种独特、品质优异、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已
建成全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新疆重要的
粮食、畜牧生产基地和环塔里木盆地最大
的优质果品基地，是“中国白杏之乡”和

“中国红富士之乡”，也是新疆薄皮核桃、
红枣和香梨等优质特色果品主产区。

近年来，阿克苏地委、行署坚持把推
进农业产业化、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重要任务，依托特色资源优
势，走出了特色农产品规模优势、品质优
势向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变的农业产
业化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之路。当前，
阿克苏地区林果面积稳定在 450 万亩，
2023 年预计挂果面积 435.5 万亩。林果
产业已实现了由规模优势向提质增效转
变，品牌建设不断加强，销售渠道有效拓
宽，将以建设粮油产业集群、绿色有机果
蔬产业集群、优质畜产品产业集群为契
机，不遗余力推进阿克苏优质农产品提
档升级。

第九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举行

□□ 李芬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近日，在湖北省商务厅的组织下，湖
北近 50 家荆楚优品和蔬菜产业链龙头
企业携数百款特色农产品，在深圳会展
中心参加 SIAL西雅国际食品展，同期举
办湖北农产品品牌推介和大湾区专场产
销对接等活动，借国际展会走向世界。

蔬菜产业链已成为湖北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湖北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杨
本初介绍，湖北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孕
育了大量水生蔬菜和珍稀山货。2022
年，全省食用菌综合产值约 570亿元，产
量105.83万吨，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九；湖
北莲产业综合产值约 255 亿元，总产量
320万吨，产业布局已形成以汉川、蔡甸、
江夏、嘉鱼、洪湖、仙桃等 6 个县市区为
主的优势区域。此次参展，将有效畅通
湖北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湖北农产品
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活动现场的湖北主题形象展区内，
随州香菇、洪湖莲藕、长阳魔芋、恩施茶
叶、鄂州武昌鱼、十堰高山蜂蜜、罗田甜
柿等荆楚风物琳琅满目，吸引专业采购
驻足品鉴。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
久为湖北农产品代言，湖北蔬菜产业链
（莲、食用菌、魔芋）相关龙头企业代表依
次上台，推介自家特色产品。湖北广电
垄上产销联盟牵线搭桥，相关大湾区企
业与湖北农企代表签订了意向采购协
议，湖北首衡城与意向入驻的商家进行
了合作签约。

深圳市湖北商会会长曾胜学介绍，
广东是消费大省和农产品贸易大省。
一直以来，湖北的大米、蔬菜、水果等农
产品，深受广东人民喜爱。将充分发挥
楚商优势，推动更多的湖北农产品走上
大湾区市民的餐桌，同时积极引导企业
家们投资湖北、建设湖北，为湖北建设
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贡献在深
楚商力量。

湖北农产品借国际展会推介品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又是一年金秋至，硕果飘香正当
时。为充分展现三农发展成就，展示农
业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弘扬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近日，为期九天的“玉田
有约 枣薯与你”河北玉田县中国农民丰
收节活动圆满落幕。

活动现场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孤树小枣、蜜薯、玉泉山香
梨、黄桃等县域特色农产品大放异彩，吸
引众多客商、主播围观品尝。

此次活动设置了玉田县孤树镇青石
塘及唐自头镇燕山叠翠两个景点作为丰
收节会场，并举办短视频创意大赛，在主
会场及分会场分别设置了多处丰收节活
动打卡点，中秋节及国庆期间吸引大量
游客参观打卡。

据了解，玉田孤树金丝小枣以皮薄、
肉厚、核小、糖分多、不染米而闻名京东，
掰开干枣拉抻可出现金黄色的细丝而得
名，是独特的旅游、休闲纪念品。作为当
地特产，孤树金丝小枣在打出规模化发

展的同时向品牌化发展。
近年来，唐自头镇小山王庄村以“一

村一品”为抓手，根据市场需求引进红薯
新品种，通过种植大户带动引导村民大
面积种植红薯，并发展红薯深加工产业，
让小红薯创造大收益，全力打造红薯种
植特色专业村，通过注册自己的商标，让
红薯走向品牌化。

据悉，本次玉田丰收节通过线上线
下对玉田包尖白菜、巨峰葡萄、孤树小
枣、玉泉山香梨、黄油桃、玉田红薯、玉田
水果玉米、花生、土豆等特色农产品进行
推介，并可喜成绩。其中，玉田白菜预售
量达56000斤、巨峰葡萄3475斤、金丝小
枣 4705 斤、玉泉山香梨 2010 斤、黄油桃
2100 斤、玉田红薯 46530 斤、水果玉米
31900 斤、花生 7600 斤、土豆 22210 斤。
玉田农特产品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被更多
的消费者认可。

此外，玉田丰收节开幕式活动现场
邀请到了来自省内外的嘉宾、游客、采购
商、微商等共 200余人齐聚玉田，欢聚一
堂，共同见证丰收盛况。

河北玉田县

枣薯飘香 特色农品展销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

仲秋时节，以南汇水蜜桃为代表的上
海地产水蜜桃早已落市，上海市场水蜜桃
消费季也基本结束，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廊
下镇的“天母果园”品牌水蜜桃还在向上
海各高端月子会所发货，并将持续到十月
中旬。

天母果园面积只有 160 亩，作为一个
高端水蜜桃基地，其规模并不小，基地的
知名度和“天母果园”品牌的市场美誉度
更不容小觑。在金山区廊下镇和上海市
级现代农业园区实行镇区合一管理的 20
周年历程中，天母果园基地相生相伴，因
此有着“一号农业基地”的美誉；在上海，

“天母果园”品牌是难得的根据日本食品
营养标准生产并专门为孕妇、婴儿供应高
品质水蜜桃的中高端品牌；对于品牌创始
人王卫国来说，这里是他营建了20年的都
市桃园，他的桃园梦早已成真，今年夏天，
他留学新加坡学习金融的儿子则刚刚开
始都市桃园梦。上海市场是长三角优质
水蜜桃必争之地，偏居上海远郊一隅的天
母果园是如何赢得品牌力和声誉的呢？

20年执着于“砍树”和全营
养水蜜桃

“果园前期也是依靠高产出，因为不
好吃，卖不起价，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痛定
思痛后下决心砍树，走全营养水蜜桃的路
子，打造中高端品牌，天母果园才有今天
的不愁卖和高产值。”说起过去二十年的
经营历程，王卫国着重强调了砍树和全营
养水蜜桃的经营模式。

坐在绿草满地、果树树形几乎一致的
天母果园里，记者通过王卫国的回忆复原
了“天母果园”品牌的创建路径，即执着追
求全营养长周期水蜜桃品牌产品，从而确
立了天母果园品牌的独特定位——母婴
级水蜜桃。

改变，或者说王卫国坚定砍树、走品牌
化道路的契机，源自2008年的日本之行。

去日本前，2003年开园的果园习惯性
地依靠化肥农药获得高产。明知道水蜜
桃品质一年不如一年，果园也不是王卫国
心心念念的都市桃园，因为每年有一定的
收入保证，王卫国起初并没有强烈思变的
动力。直到2008年到了日本，吃到了日本
高品质的水蜜桃，看到了日本桃园的风
情，王卫国便陷入了果园老树砍还是不砍
的纠结中。

“结识了日本一位知名的营养专家
后，我才下定决心砍树，引进日本水蜜桃
新品种，种植有营养的水蜜桃，品牌创建
重头再来。”王卫国回忆到这一段，忍不住

攥紧了拳头。
下定决心之后，王卫国于2011年注册

了“天母果园”品牌，随之把果园更名为天
母果园，自 2012 年开始，有序引进新品
种。同时，从改良土壤出发，广施微生物
肥，广种绿草，全面转向机械化种植全营
养水蜜桃。

跨出了这一步，王卫国的事业人生由
此天宽地阔。2015 年新品种结的果得到
了上海高端市场的热烈回应。2017 年日
本文部科学省颁布“日本食品标准成分
表”，内含生鲜桃可食用部分的含量标
准。2018年，“天母果园”品牌便向市场提
供了检测数据，内含包括婴儿在内的必须
通过食物来摄取的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等
18种人体重要营养物质氨基酸、8种维生
素、7 种矿物质，除了天冬氨酸含量持平，
磷含量检测值为 16.8，略低于标准值 18，
天母果园水蜜桃其他指标均高于日本生
鲜桃含量标准。

真材实料的数据是高品质最好的广
告，“天母果园”品牌桃赢得了全营养水
蜜桃的美誉，进而获得上海高端月子会
所的青睐，王卫国通过提高机械化水平
又降低了三分之二人工成本。两者叠
加，“天母果园”获得品牌声誉的同时，最
大化实现了品牌附加值。而且，在这期
间，果园形成了 32个品种的种植格局，天
母果园水蜜桃从五月中旬上市，一直持
续到十月中旬。

“2018 年全部老树更新完成，基地亩
均产值达到了3万元，真的不愁卖，挺开心
的。”王卫国说，“2021年开始，果园又开始
砍树了。”

产值远高于普通桃园，每亩地的毛利

润超过1.5万元，为何还要砍树？
随着王卫国娓娓道来，记者终于明

白，这一轮砍树，是为了提高桃树的免疫
力，为此，必须在树根下1.2米地方放置渗
透水管，真正解决减少使用化肥和农药问
题，确保土壤中各种益生菌繁殖，彻底修
复桃园土壤。

父子合力做大都市桃园梦

基于中国文化的消费理念和习惯，农
业高质量发展时代，无论是普通生鲜农产
品还是中高端农产品，都绕不过供大于求
的市场规律，农产品品牌形成以满足多样
消费为目的的产品系列，以向上伸展、向
下延伸为范式的农产品品牌拓展，将是享
受了中国农业品牌化 10年红利的经营者
们新的挑战。王卫国和他志同道合的朋
友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已经开始行动。

行动的第一步是注册新的品牌“天
母”。“天母果园”品牌是高端水蜜桃品牌，
虽然该品牌的水蜜桃深得月子会所及同
类客户的欢喜，并以高价购买重复购买表
达对品牌的忠诚，但是，品牌不具备向上
拓展新品牌的条件，向下延伸必将削弱现
有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受水蜜
桃品类限制，要形成产品系列也不现实。

“考虑到以上情况，结合忠诚消费者
对天母果园品牌的偏爱，以及消费者对餐
桌食品一站式供货的现实需求，我们把优
质大米、蔬菜、水果纳入天母品牌经营品
类。”王卫国说。

第二步，王卫国和他的朋友们携手组
建金山区水蜜桃产业化联合体。该联合
体以拥有“天母果园”“天母”品牌的上海

国荣果业专业合作社基地为核心，联合廊
下镇及周边朱泾镇、亭林镇的上海月亮湾
蔬果专业合作社、上海成树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及上海叶盛树木种植合作社，形成
了以“天母果园”“天母”两大品牌引领的
近400亩中高端品牌水蜜桃基地。

记者通过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农村委
了解到，金山区水蜜桃产业化联合体符合
金山区果业持续走好科技化、标准化、有
机化、品牌化之路的要求，因此，区农委以
项目的方式给予了支持，支持四个合作社
实现“八个统一”，即统一培苗育树、培训
技术、测土配方、改良土壤、农资采购、质
量监管、托底销售。

得到金山区农委支持的联合体项目
进展顺利，于 2021 年 7 月底前全面完成，
2022 年，如期达到了建立联合体的目
标。被聘为国家首批林草乡土专家、上
海市首席技师的王卫国因此又多了一个
身份——联合体带头人。

作为一个来自江苏徐州的上海新农
人，王卫国在廊下镇这片现代农业产业沃
土上播种收获了令本地桃农羡慕的事业
人生，20 年之后王卫国再一次倾情出发，
除了恰逢农业高质量发展这一历史时期，
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儿子王治骅
留学回国第二天就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
联合体的事业中来。

王治骅学的是金融，去新加坡留学
前，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接父亲的班坐享其
成，也没有想到父亲倾注了最好年华的事
业也可以成为他的事业。当他在新加坡
看到了父亲视为宝贝的水蜜桃的价值时，
当他的老师也对这个甜蜜而可持续的事
业给予了充分肯定后，王治骅决定以合伙
人的身份回到上海，回到果园，和父亲一
起创建新的甜蜜事业。

为此，父子俩重新让休眠了多年的上
海福泽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运转起来。目
前，该公司以服务联合体、销售品牌水蜜
桃为主，希望用真材实料和高品质沉淀

“天母”品牌价值，继而构建起“天母”品牌
的产品体系，让上海、长三角及全国各地
的优质大米、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实现应
有的价值。

王治骅告诉记者，得益于父亲的合伙
人，跨进农业的第一时间就成了上海福泽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希望父亲及
父亲那些志同道合的农业经营者们很快
看到他不可替代的能力和价值。

“我首先要做到的是，把‘天母’牌水
蜜桃卖到新加坡市场，继而把‘天母’牌大
米、蔬菜等产品推向新加坡，让更多优质
农产品实现优价，让更多新农人把绿色高
效农业视为事业人生。”王治骅信心十足
地说。

父子俩的都市桃园梦

王卫国在天母果园里割草。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