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做好“土、特、产”文
章？荔枝近年来的探索已经
实现了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的阶段目标。

上半篇文章的解题思路，
落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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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力推动农业
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通
过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把现代生产要素引入乡村，建
乡村产业聚集发展重大平台，
把更多就业岗位留给农民。

但荔枝深加工仍有很大
的空间，由于荔枝成熟期较为
集中、保鲜难度较大，长期以
来，荔枝都以鲜果销售为主。
那么，加大科研力度，发展精
深加工、提高深加工比例，就
成了做好荔枝“土、特、产”下
半篇文章的必然选择。

在 2022 年中国荔枝龙眼
产业大会上，国家荔枝龙头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厚
彬就指出：“当前，荔枝加工产
品仍以荔枝干、荔枝罐头等传
统产品为主，果汁饮料、果酒
等产品开发难度较大，对技术
设备要求也更高。”

自 2021 年起，广东荔枝
跨县集群产业园在茂名市建
设了荔枝现代化加工厂，研究
开发了一系列果汁饮料、果
酒等荔枝新产品，丰富了荔
枝加工产品品类，提升了荔
枝附加值。

在产业园，驻点茂名生产
管理员张博琪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
完善的荔枝深加工生产工艺
流程，涵盖从鲜果采购到清汁
加工到‘荔小吉’灌装一条龙
的链条。我们的生产线是全
国目前唯一能加工荔枝清汁
的生产线，也是国内最先进、
单线产能最大、自动化程度最

高的荔枝榨汁生产线，每天可
处理200吨荔枝鲜果。”

通过引入国际领先的膜
浓缩技术，产业园生产的荔枝
清汁可以浓缩到固形物含量
24%，相比较于传统的蒸发浓
缩，能更有效保留荔枝的营养
和风味，产业园对鲜果及时的
榨汁处理和保鲜储存，也最大
程度延长了荔枝的保鲜期。

据介绍，广药王老吉广东
荔枝（茂名）产业园的落成与
投产，既填补了国内荔枝加工
技术的空白，也标志着茂名荔
枝精深加工向现代化、标准
化、规模化上迈出重要一步。

“‘荔小吉’满足了人们‘一年
四季吃荔枝’的需求，使广东
荔枝产业呈现新活力、新气
象。”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广州
王老吉荔枝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敏告诉记者，上市
第一年，“荔小吉”就成为广东
荔枝深加工产业龙头品牌，带
动了荔枝产业“高档鲜果”和

“精深加工”协同发展，助力荔
枝深加工产品的市场发展前
景持续向好。

在王老吉等龙头企业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
进来，推动荔枝朝着千亿产业
迈进。走进柏桥荔枝龙眼专
业合作社，可以在货架上看到
各式各样的荔枝深加工产品。

柏桥农创园园长、"荔枝
妈妈"林常珍告诉记者，有了
王老吉等深加工企业的收购，
一方面，果农的荔枝不愁卖，
价格也更趋稳定，另一方面，
产品的附加值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摘完荔枝后，可以深加
工成为荔枝饮料、荔枝黄酒、
荔枝酵素等，全年都可以在电
商平台等渠道上实现销售，果
农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荔枝产
业正在由“小切口”向“大产
业”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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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荔枝看广东，广东荔
枝看茂名。茂名是世界最大
的荔枝生产基地，种植面积约
139 万亩，年产量超 50 万吨，
约占广东的 1/2，全国的 1/4，
全世界的 1/5。近年来，茂名
荔枝释放巨大潜力，全产业链
实现产值超百亿元，成为富民
兴村的重要支柱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
视察广东期间，来到茂名高州
市根子镇柏桥村考察调研。
柏桥村种植荔枝约 6800 亩，
是荔枝生产专业村。总书记
走进荔枝种植园，了解当地发
展特色种植产业和文旅产业
等情况，并同现场技术人员亲
切交流。随后，总书记来到柏
桥龙眼荔枝专业合作社，听取
合作社运营和推进乡村振兴
等情况介绍。总书记指出，这
里是荔枝之乡，荔枝种植有历
史传承和文化底蕴，特色鲜
明，优势明显，市场空间广阔，
要进一步提高种植、保鲜、加
工等技术，把荔枝特色产业和
特色文化旅游发展得更好。

根子镇柏桥村种植荔枝
始于隋唐年间，被誉为“荔枝
博物馆”，荔枝种植面积达
6800亩，占到村子面积的87%
以上。这个有着 2000 余年荔
枝种植历史的村子，如今通过
荔枝走上小康道路。

在考察中，总书记对乡亲
们靠发展荔枝特色产业推动乡
村振兴表示肯定。他指出，发
展荔枝种植有特色有优势，是
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
的有效举措，农村特色产业前
景广阔。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
入点。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特别
强调，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

“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
“土”讲的是基于一方水

土，开发乡土资源。形形色色
的农副产品，山清水秀的田园
风光，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
都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独特土
壤，关键要充分挖掘、激活本
地优势资源。

柏桥村地处荔枝种植黄
金地带，有着 2000 多年的荔
枝种植历史。发展荔枝产业，
实 现 了 本 土 资 源 利 用 最 大
化。今年荔枝季，柏桥村荔枝
种植园迎来一批批游客，这里

的荔枝种植有着历史传承和
文化底蕴，特色文化旅游备受
青睐。

还有茂名当地的荔枝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覆盖荔枝
种植面积39.6万亩，除了引导
果园标准化种植，还建设了占
地面积 500 多亩的国家荔枝
种质资源圃，致力打造全球最
大荔枝种业的“芯片”。利用
荔枝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契
机，在完善冷链仓储、电商服务
中心和荔枝加工车间的同时，
产业园把园区建成景区，打造
了中国荔枝博览馆、国家荔枝
种质资源圃、古荔贡园等。

“特”讲的是突出地域特
点，体现当地风情，打造为广
大消费者所认可、能形成竞争
优势的特色品牌。

茂名通过连续三年举办
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塑造

“520 我爱荔”IP、到外地举行
荔枝推介会等种种方式擦亮
文化名片。同时，茂名荔枝区
域公用品牌2021年和2022年
连续荣获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市场竞争力新锐品牌
称号。在品牌带动下，2022年
茂 名 荔 枝 鲜 果 销 售 收 入 达
80.7 亿元，同比增长 13.34%；
平均售价 7.43 元/斤，较 2021
年 均 价 6.02 元/斤 增 长
23.36%。

“产”讲的是真正建成产
业、形成集群。要延长农产品
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保
鲜储藏、运输销售等，形成一
定规模，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
在农村、留给农民。

这也是广东近年来全力
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打
造岭南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的一大目标。2021年，省政
府批准在茂名创建广东荔枝
跨县集群产业园，该园区已经
从去年 5月份投产。如今，在
距离柏桥村 45分钟车程的通
川大道与 207国道的交界处，
就坐落着这个全国最大的荔
枝饮料生产基地——广药王
老吉广东荔枝（茂 名）产业
园，年规划产能900万箱。

就在今年5月的第七届中
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上，广药
王老吉与根子柏桥龙眼荔枝
合 作 社 就 荔 枝 加 工 原 料 采
购签约，目前，王老吉已经
在茂名采购荔枝鲜果超 200
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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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
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
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建
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
由之路。通过联农带农，可
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
机衔接。

在柏桥龙眼荔枝专业合
作社，目前有主要社员 59 人，
带动农户 2000 多户，发展业
态包括种植、加工、销售和服
务，其中种植示范基地 2 个，
年 加 工 荔 枝 1300 吨、龙 眼
900吨。

据柏桥村果农何金明介
绍，近年来他牵头成立合作
社，承包了 60 亩荔枝。2022
年，每亩荔枝收入约5000元，
带动不少农户增加收入。柏
桥村第一书记何霞还提供了
另一个数字：柏桥村作为荔
枝优势产区和茂名荔枝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主产区核心
区，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5.1 万元。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以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
广东省创新紧密型联农带农
机制，明确不少于15%的省级
财政资金以“折股量化”形式
带动农户，省财政资金重点用
于支持企业改善农业生产流
通条件、发展农产品加工、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土地流转、

提升科技和信息化水平等，推
广农业保险，构建多种农户分
享全产业链利益保障机制，带
动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园建
设，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的有机衔接。

如广东荔枝跨县集群产
业园，是以荔枝深加工为支
点，撬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从而实现联农带农。从田
间地头到生产制造再到市场
消费，产业园通过“一产”荔枝
规模优化种植、助力鲜果采
购，“二产”田头小站增点扩
面、推动荔枝冷链保鲜和精深
加工，“三产”融入现代服务
业，打造“荔小吉”品牌。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荔枝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现代
化产业链，不仅是广东荔枝产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荔
小吉’这一广东荔枝深加工产
业龙头品牌的使命所在。”广
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楚
源表示，广药集团将带动荔枝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速，加
快推进广药王老吉广东荔枝
（汕头）产业园建设，与茂名投
产的荔枝饮料生产基地东西
呼应，形成广州、茂名、汕头三
地荔枝产业的有效链接，为广
东荔枝产业乃至全省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充分发挥
品牌、市场、研发、渠道等优
势，助力乡村振兴的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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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将荔枝装箱打包

甜蜜了一个夏天的广东荔枝，在大暑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成绩单”。来自广东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显示，2023年，广东
全省荔枝销售 160万吨，比去年增产 10%；荔农收入 160亿元，
比去年增收5%。

产销两旺、增产增收，这是今年广东荔枝季的完美注脚。但
放在荔枝丰收大年、疫情导致消费不旺的大背景下，却是一件难
度系数极高的事情。

广东如何打好这场攻坚战？这要从今年4月份说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视察广东期间，来到茂名高州市根

子镇柏桥村考察调研。总书记指出，这里是荔枝之乡，荔枝种植
有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市场空间广阔，要
进一步提高种植、保鲜、加工等技术，把荔枝特色产业和特色文
化旅游发展得更好。

广东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为抓手，推动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链条提升荔枝
产业发展水平，努力实现荔农持续增收。

以茂名为例，2023年全市荔枝产量超62万吨，荔枝鲜果销
售收入88.5亿元。与去年相比，荔枝产量增产近8万吨，鲜果销
售增量近8亿元，在丰收之年实现了增收。

一个“土特产”变身乡村振兴的“金果果”，这是柏桥村、也是
茂名市的乡村振兴故事。羊城晚报记者近日来到茂名高州市实
地探访，试图“解剖一只麻雀”，透过“土、特、产”这三个字寻找乡
村产业全链条升级的可复制、可推广模式。

采访中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广东近年来首创的“12221”市
场体系建设，已成为撬动市场的有力杠杆。与此同时，善于抓产
业建设的广东，近年来用工业化、全产业链理念谋划乡村产业，
把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把做优传统产业、做强特色产业、做大新
兴产业作为发展方向，全力打好这三张产业牌。

如今的现代农业产业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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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大做强乡村产
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就业
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龙头带动作用。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陈泽云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果农从树上摘下新鲜的荔枝

拥有约六百年树龄的荔枝树拥有约六百年树龄的荔枝树““千手观音千手观音””高州市根子柏桥龙眼荔枝专业合作社内的各类龙眼高州市根子柏桥龙眼荔枝专业合作社内的各类龙眼、、荔枝产品荔枝产品

做好荔枝

“土、特、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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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荔枝之乡”的时代变迁，看特色农业“小切口”推动现代农业实现“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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