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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是广东流传
的一句俗语。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狂飙》，再次将陈皮
的价值给全国观众做了一次科普，话题#高启强给干爹
的陈皮到底有多贵#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在《狂飙》的取景地江门，这片小小的新会陈皮如
今已经位居“2022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
TOP100”首位，2022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产值达190
亿元。背后的推手，就是同样在2019年被认定为“国
家级”的江门市新会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董鹏程 戴曼曼 通讯员 赵俊杰

从2018年至今，现代农业产
业园一直是广东省农业现代化进
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主阵地”。善于抓产业建设的广
东，把推进工业升级的“园区模
式”移植到农业发展中来。产业
园聚集着生产、加工、科技、营销
（品牌）等现代生产要素，能够形
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现代农业产业园正率先实现从抓
生产到抓链条、从抓产品到抓产
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的转变。

江门市新会陈皮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正是个中翘楚，通过

“优一产、强二产、拓三产”，实
现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当地通过建设新会柑（陈
皮）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苗木繁
育中心，建成年产达100万株新
会柑无病毒苗木繁育基地，并结
合产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在全区
范围建设全产业链溯源系统，实
现从种苗源头到规范种植，逐步
建立可追溯体系，推动建立“大
基地”，做到了“优一产”。

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做好
“大加工”，实现“强二产”。羊

城晚报记者从江门市农业农村
局了解到，产业园在建设中积极
制定加工产品标准，不断完善技
术工艺、装备设施水平以及加工
产品质量规范，引领全国陈皮行
业品质与标准的不断提升。制
定并颁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
会柑》《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
陈皮》广东省地方标准，《新会
柑皮普洱茶》等 8 项联盟标准，
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创新设备工艺支持，在
新会陈皮加工贮存技术工艺创
新等领域实现重大创新突破，柑
果清洗、开皮、加工、烘干、包装
等各个环节，机械化、自动化设
备都得到广泛应用，实现了农产
品加工生产的优质和高效。

为了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产
业园鼓励加工企业入园，创新孵
化平台，利用丽宫研发加工园、七
堡健康食品研发加工集聚园等平
台，吸引外来投资者及园外企业
入园集聚发展，形成大加工发展
合力。产业园区内加工企业的数
量，已从2016年的50家，上升至
2022年的340家，带动全区农民
直接收益约10亿元。其中，以产
业园区陈皮相关企业为主的加工
种植领域，提供劳务收入达6亿
元以上，支付农地租金超1亿元，
支付物业租金超1亿元，相关企
业年纳税额超1.6亿元。

目前，新会陈皮产业已形成
药、食、茶、健和文旅、金融等 6
大类 35 小类 100 多个品种，延
伸产业链同时也提升了产业价
值，新会陈皮产业从 1996 年产
值不足 300 万元，到 2022 年全
产业产值达190亿元。

产业密码：“强二产”高质量做好“大加工”

什么样的青蟹才会被誉为“蟹中茅台”？

虽然南沙青蟹一早名声在
外，但之前养殖模式粗放、养殖
技术落后等原因，却成为青蟹养
殖存活率不高、有好口碑无好品
牌的掣肘。

采访中羊城晚报记者了解
到，南沙区水产养殖面积约 11
万亩，其中南沙青蟹养殖面积约
占到五分之一，南沙青蟹一直沿
用原生态、低密度、粗放型养殖
模式，大多采用蟹、虾、鱼生态混
养。聪明的渔民发现，混养鲻

鱼、黄鳍鲷、大头鱼、草鱼等，能
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给青蟹提
供优质水体。混养斑节对虾、南
美白对虾等，则可以消耗青蟹多
余饵料，控制水体氨氮指标等。

尽管好水出好蟹，但养殖户
以单打独斗为主，优质不优价，无
法形成规模和品牌。南沙青蟹养
殖密度低，之前每亩约投放 200
个蟹苗，每年2-3造，由于养殖技
术落后，养殖设备不完善，养殖水
盐度等品质不稳定，供电缺乏等

因素，导致南沙青蟹存活率低于
20%，亩产量仅有约50-100斤。

反观市场，青蟹市场一直以来
需求巨大，供不应求，南沙青蟹主
要销往广东沿海地区，还有部分产
品远销江浙沪、福建地区，市场价
格长期维持在80-120元/斤。之
前南沙青蟹主要为传统销售模式，
未进行品牌建设、宣传和推广，公
众对南沙青蟹品牌的认知度不高，
存在外地青蟹冒充南沙青蟹对外
销售的现象，产品溢价能力弱。

痛点：如何形成规模和品牌？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
晓卿曾在专栏中这样描述在广
州南沙吃蟹的场景——正说着，
老郭端来一大盆蟹子，介绍说，
这就是咸淡水里最最常见的青
蟹，“同一种蟹，每个季节味道完
全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刚刚
发育它叫奄仔蟹，之后又叫重壳
蟹、软壳蟹，现在它叫水蟹，再过
段时间就是你们常见的肉蟹、膏
蟹了”。说着，老郭拿了一根吸
管，揭开螃蟹的脐部，插进吸管，
递到我面前。一口气下去，全是
鲜美的汁液。

这说的就是南沙青蟹不同
的生长阶段，分为奄仔蟹、膏蟹、
黄油蟹。奄仔蟹就是未交配的
雌蟹，母蟹的少年时期；而膏蟹
就是经过交配后，长出了蟹膏的
成年母蟹；黄油蟹则是变不成膏
蟹的成年蟹，它是一种大自然的
神奇变异。只有极少数的奄仔
蟹，会因为膏油积聚过多，或因
其他因素无法完成正常发育的
过程。这种肥到变不了膏蟹的
母蟹，在农历五月至八月会爬上
浅滩，在猛烈的阳光照射下，体
内的蟹膏就分解成金黄色的油

质，然后渗透至体内各个部分，
整只蟹便充满黄油，蟹身呈现橙
黄色，甚至在蟹壳上都会有一点
点“油珠”，故称为黄油蟹。

据广州南沙现代农业产业
集团副总经理陈家星介绍，青蟹
变异为黄油蟹的概率大约千分
之三，全非人力可以控制，也就
是 1000 只青蟹中往往只有 3 只
黄油蟹。

这让黄油蟹得了个“蟹中茅
台”的美誉，一只 250 克重的黄
油蟹，塘头批发单只价格近 600
元，上到餐厅售价能达上千元。

“蟹中茅台”产自广州南沙

在中医领域，陈皮与半夏、枳
壳、麻黄、狼毒、吴茱萸一同称为

“六陈”，是陈放得久而使用效果更
好的中药。因此，影响陈皮价格的
因素除了产地和柑的种类，最重要
的就是陈化的时间，即所谓的“五
年陈”“十年陈”“二十年陈”。

“陈皮不错，老陈皮对嗓子
好。”《狂飙》中这句台词让近段
时间新会陈皮的销量明显攀升。

在江门市新会区，当地立足
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新
会柑、新会陈皮”的资源禀赋，以
新会陈皮为主导产业，以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囊括全区
11 个镇街，并以会城、双水、三
江 3 个镇（街）为主创建江门市

新会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目前，产业园区总面积 430

平方公里，新会柑种植面积达8
万亩，带动全区种植面积达13.9
万亩，园区内现有新会柑种植户
7000 多户，新会陈皮商事主体
超1000家。

2019年，新会陈皮入选中国
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声誉百强
榜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新会陈皮、
新会柑入选2019全国乡村特色
产品目录。2021年，新会陈皮炮
制技艺正式入选传统医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江门市新会区陈皮入选全
国全产业链和典型县建设名单。

“高启强”送给“老爹”的陈皮为什么那么贵？

但新会陈皮的巨大成功绝
不只是做到了“优一产、强二
产”，而是通过创新性打造“大基
地+大加工+大科技+大融合+
大服务”五位一体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发展格局，推动新会陈皮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三产深度融合
发展，形成了药、食、茶、健和文
旅、金融等六大业态，实现由单
一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形成了生态、绿色、健康、富民的
大产业新格局。

通过创新发展“大科技”，整
合中央财政奖补资金、项目资金
等共投入超亿元，用于全产业链
科研项目。

同时加快三产“大融合”，大
力推动构建农企合作平台，以企
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建立“龙
头企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基
地+农户”和“品牌联盟”等利益
共享模式，以陈皮村为中心建成
陈皮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积极打造陈皮产业“双创”孵化
基地，孵化新会陈皮企业超200
家，带动规模化种植户 900 多

户。深挖新会陈皮生态、休闲、
健康和文化价值，建设“新会陈
皮庄园”，拓展农耕体验、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健康养老、教育文
化等多种功能，丰富产业体系。

产业园还提供了一门式的
“大服务”。成立了由新会区委
书记任组长、区长任常务副组长
的建设领导小组，下设产业园管
委会负责产业园的具体创建工
作。按照“园区提供平台、平台
集聚资源、资源服务产业”的原
则，搭建区域农业生产性服务综
合平台，使新会陈皮公共服务管
理中心成为集聚政府公共资源
和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提供

“一门式”办理所有与陈皮相关
的服务。

对传统农业这些“强链”“补
链”“延链”的探索，补齐了传统
农业在加工、流通等环节的短
板，延伸了现代农业产业链、提
升了现代农业价值链，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最终孕
育出身价高达 190 亿元的新会
陈皮。

“五位一体”构筑产业园发展大格局

案例1

优一产、强二产、拓三产，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东现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
将“土、特、产”做出“大文章”

案例2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是广东流传的一句俗语。近期热播
的电视剧《狂飙》，再次将陈皮的价值给全国观众做了一次科普。一方水土孕
育一方特色。在广东，除了新会陈皮，还有南沙青蟹、英德红茶、增城荔枝、清
远麻鸡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土、特、产”。

如何将这些“土、特、产”做出“大文章”？近年来，广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打造的岭南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的突破
口，把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从一个
“土、特、产”入手推动了当地乡村产业的全链条升级。

如江门市新会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深耕精深加工链
条，“强二产”高质量做好“大加工”，2022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
产值高达190亿元；广州市南沙区渔业产业园则为南沙青蟹量
身定制了“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吸引全国美食爱好者来寻味这
一“蟹中茅台”，带动养殖户年收入达近20万元，真正实现了农
民增收。他们将“土、特、产”做出“大文章”的典型性和创新性，
对新时期广东各地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振兴
县域经济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珠江河口，潮起潮落间，南沙青蟹自然天成，品质卓越，他们是距离1500公里之外的上
海消费者最爱的食材之一，当中的黄油蟹一只能卖上千元，被誉为“蟹中茅台”。早在今年2
月，南沙青蟹就亮相上海陆家嘴蓝宝石屏，为今年6月南沙青蟹登陆上海早早做好准备。

尽管好水出好蟹，但在2019年以前，青蟹养殖模式粗放，有好口碑却无好品牌。当地政
府紧抓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东风，自筹资金建设广州市南沙区渔业产业园，开启了南
沙青蟹价值蝶变的历程。如今当地养殖户年收入近20万元，真正实现了农民增收。

一片陈皮如何实现190亿元产值？

如何将单个地方名优特产
发展成为富足一方的乡村振兴
新动能？2019年，南沙青蟹等到
了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
东风。当时广州市自筹资金建
设7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广
州市南沙区渔业产业园位列其
中，南沙青蟹与诚一鲜鲩等水产
品成为产业园的拳头产品。

在做大南沙青蟹这件事情
上，产业园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选育优良种苗，实
施种源攻关”。产业园成立后，
南沙区农业农村局积极推进南
沙青蟹人工育苗项目，突破南沙
青蟹蟹苗供应主要依靠野生捕
捞，数量、品种不稳定的发展瓶
颈，积极引进科研力量，与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研究所、华
南农业大学、广西海洋研究所等
高校及研究所开展产学研研究，
探索开发南沙青蟹的人工育苗
技术。

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青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通
过补齐苗种短板，南沙青蟹‘三
品一标’的体系已初步形成。”

“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即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这项工作开展后不久，

2021 年培育供应南沙人工育苗
青蟹苗种 200余万只，2022 年 5
月前已培育供应南沙人工育苗
青蟹苗种 70 余万只，预计全年
供应苗种达500万余只。

第二件事是“提升养殖品质，
发挥规模养殖效益”。据陈家星
介绍，产业园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合作模式积极推广规
模化标准养殖。产业园的牵头单
位广州南沙现代农业产业集团专
门建立统一品牌管理制度，从产
品质量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和标
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技术规范
对南沙青蟹产业发展进行标准化
制定。南沙青蟹亩产量近年稳步
提升，优质产区亩产可达 150—
300斤。2021年培育形成了国内
最大的黄油蟹养殖企业，基地规
模超过 2000 亩，打造的黄油蟹

“蟹中茅台”的品牌形象深入人
心，市场效应明显。

第三件事是“塑造南沙青蟹
品牌，讲好品牌故事”，将南沙青
蟹打造为广受欢迎的网红地标
产品，甚至参考广州酒家月饼券
的运作模式，由南沙农业集团谋
划发行螃蟹券。2022 年 1 月，

“南沙青蟹”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商标，成为

首个以“南沙”命名的地理标志
区域公共品牌，也是继“新垦莲
藕”之后南沙区第二个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注册商标产品。5月，
南沙青蟹入选 2022 年全国第一
批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是南沙
区首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如今，南沙青蟹已依托产业
园形成“三位一体”的品牌建设
格局，即“南沙青蟹”区域公用品
牌、“郑炳才”企业品牌和“黄油
蟹”产品品牌。品牌化打造之
后，南沙区调整了南沙青蟹养殖
结构，提高青蟹养殖规模和影响
力，发挥出联农带农的实效。

产业园建设前，南沙全区青
蟹养殖面积 1 万亩，养殖产量
500吨。现在全区青蟹养殖面积
2.3 万亩，2022 年养殖产量在
1200 吨左右，产值增加 1.2 亿
元。品牌打响后，青蟹销售价格
显著提高，平均田头收购价格从
2020 年的 80-100 元/斤上升为
2022 年的 120-130 元/斤，春节
高峰时期塘头收购价格更是到了
150-160 元/斤。通过增加青蟹
养殖面积，目前南沙已实现新增
300余户养殖户就业，亩均增收
约 5000 元，养殖户年收入近 20
万元，真正实现了农民增收。

价值蝶变：养殖户年收入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