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蝉鸣荔枝红，在惠阳区镇隆镇，果农们
都正在为荔枝上市奔走准备。景丽荔枝合作社
内，负责人叶兆雄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合作社内
300 多亩土地共种植了 20 多个品种，今年产量
较去年小幅下降，但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他透
露，合作社荔枝销路已不再是传统的市场批发，
而是转变为线上推广、游园采摘以及国外出口等
多途径融合。“荔枝还未上市，就收到了几万斤
订单，目前我们已与两三个出口单位达成基本合
作意向。”

走进果园，荔枝树生长遒劲挺拔，饱满的荔枝
压弯了枝头，摘下一颗，剥开红彤彤的外衣，晶莹
剔透的果肉令人垂涎欲滴，咬上一口，鲜嫩多汁，
清甜爽口，使人忍不住想起东坡在《四月十一日
初食荔支》中所描绘的“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
单白玉肤”。

东坡与惠州的荔枝情，不单如此，顺着时代的
脉络向上追溯，东坡初品荔枝就盛赞其味“似闻
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后又写下“日啖
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成为
岭南荔枝的最佳广告词。

罗浮山周边的博罗县龙华镇，因水土环境好，
产出的桂味、糯米糍、妃子笑等优质荔枝鲜甜爽
脆，驰名国内外。其中，博罗县龙华镇柳村村山
前村民小组（下称“山前村”）是“广东省荔枝产业
名村”“全国亚热带果园优质种植基地”，产出的
荔枝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刘荣辉是博罗县山前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
也是山前村的荔枝种植大户，种植荔枝近 400
亩。儿子刘添贵 2006 年中职毕业后选择留在家
里帮忙打理荔枝，闲时还参加县、镇举行的荔枝
技术培训课和农村电商技能培训。近两年来，通
过电商平台，他家的荔枝寻得了新出路，在绿色
生产、品质等方面都走在了全村前列。

如今山前村有 170 多户村民经营荔枝约
4000亩，随着年轻“新鲜血液”的注入，荔枝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也带动了当地果农致富，一户村
民种植荔枝年收入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借着
荔枝这颗“甜蜜果”，村民建起了“荔枝楼”，生活
越过越好。

据统计，广东作为岭南佳果——荔枝的主产
地之一，今年荔枝投产面积 394.93 万亩，占全国
49.83%，产量 147.31 万吨，占全国 50.07%。目前
惠州全市荔枝种植面积约42万亩，大约占全省的
1/10，主要分布在惠阳、博罗、惠东3个县区，拥有

“镇隆荔枝”“罗浮山荔枝”及“山前”“山顶”“丹
荔”等品牌，以“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等优质
品种为主，近年来新引进了“井岗红糯”“岭丰糯”

“先进奉”等优良品种。“全市目前拥有镇隆荔枝、
罗浮山荔枝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质有
口皆碑，这是全国十分罕见的。”惠州市农村农业
局副局长邱兰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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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东坡名片，促惠州荔枝蝶变为文农旅融合IP产品

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广

东。作为广东荔枝主产区的惠州，在6月

11日拉开了广东荔枝“12221”市场体系

建设系列活动暨惠州第二届（云上）东坡

荔枝文化节的帷幕，扎实推进《广东荔枝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重点打好产业、市场、科技、

文化四张牌，为惠州荔枝 IP（知识产权）

赋能。

千百年前，唐代诗人杜牧《过华清宫

绝句三首》中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成功让高州荔枝出圈，赚

足了世人的目光，各地“吃货”纷至广东，

一品杨玉环不远千里都要品尝的荔枝；北

宋年间，苏东坡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不仅释怀了乌台诗案，还

唱响了惠州荔枝，这一诗词成为惠州乃至

整个岭南地区荔枝的人文广告词。

罗浮山下四时春，产出荔枝分外

甜。据惠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2021 年，惠州全市荔枝预计挂果面

积约36万亩，预计总产8.5万吨。盛夏

荔枝如约而至，惠州在打开销路的同时，

借助东坡名片，为惠州荔枝引入源源不

断的文化活力。

在惠州，红纱玉肤般的荔枝正往文

农旅融合 IP产品方向蝶变，蝶化效应引

来游客，为60万荔农铺好致富路。

六月一场急雨过后，清新的空气弥
漫在博罗县泰美镇百年荔枝园内，树干
上挂着露水的铁皮石斛花芬芳弥漫，清
雅动人。据了解，荔枝园内 60 多亩荔枝
树上的铁皮石斛是陈龙兴 2018 年种植
的，再过两年即可迎来收获季节。

陈龙兴是该镇荔枝生产大户，种有
荔枝共有 200 多亩，荔枝树 5000 多棵，虽
然荔枝带来的效益可观，但他仍然觉得
在保护好百年古树的前提下，还可以开
拓篱下经济，经过一番摸索，他发现荔枝
园里的气候、湿度非常适合种植铁皮石
斛。铁皮石斛是我国传统的珍贵中药材
之一，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接下
来我计划利用罗浮山、象头山等天然旅
游资源，打造乡村振兴打卡点，发展农家
乐和餐饮业，通过合作社带动周边的发
展，提高村民的整体收入。”陈龙兴说。

走进惠东县某荔枝果场内，盆摘荔
枝上的果实格外吸引眼球，负责人卢永
泉介绍，这是他们去年试种的盆摘荔枝，

“这是岭丰糯，它可以从 6 月中旬一直采
摘到 7 月上旬，既可以做青果也可以做红
果，这个果刚着色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好
吃，最大的特点是焦核率（肉厚核小）高、
口感清甜、肉质好。”

卢永泉表示，相较于田间园林来讲，
盆摘荔枝的管理方式相对独特，可实现
观赏种植两不误，“我们现在也在逐步提
高技术规程，销售出去后，让消费者也知
道怎么操作养护、管理。”

“盆摘荔枝可以在庭院、阳台进行种
植，对于一些喜食荔枝但又没有大面积
种 植 条 件 的 市 民 来 说 ，无 疑 是 好 的 选
择。”惠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谢
天明介绍，目前该果场种植的盆摘荔枝
有 100 多棵，品种有桂花香、岭丰糯，接下
来将继续研发，扩大种植的规模与产量，
也将与旅行社合作，吸引游客到果园采
摘赏景。

在镇隆镇大光村的荔枝基地，惠州
市红美荔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宏美春介绍，去年公司销售额达到 320 万
元，今年目标突破 500 万元。信心源自于
其独特的荔枝精深加工路子。2017 年成
立之初，她们就将镇隆荔枝与茶叶结合，
推出了荔枝红茶，取得荔枝干国家生产
许可证后，公司更是加大在荔枝衍生产
品上发力，打造出荔枝干、荔枝蜜、荔枝
月饼的深加工产品，成为惠州礼品市场
的新宠，还获评为惠州手信 50 强，惠阳十
大手信。 （林海生）

延长荔枝产业链
提升品牌附加值

广州从化区自 2018 年开启荔枝定制
以来，吃荔枝、逛景点，逐渐成为从化“美
荔”定制经济的两条主线。

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从化区不断丰富
“荔枝+”内涵，推出“荔枝+酒店”“荔枝+
旅游”“荔枝+慈善”“荔枝+浪漫小镇”等
系列活动，整合农业、企业、文旅资源，不
断满足市民消费需求升级新要求。

目前，从化区的荔枝定制模式已逐渐
成熟，成为从化销售荔枝乃至水果的新
渠道，实现荔枝销售“从最迟熟到最早
定”“从论斤卖到论棵、论片定制”。2019
年，从化荔枝整树定制8741棵，累计销售
70 余万斤，销售额超 1600 万元。2020 年
从化全年定制荔枝树11037棵，订单金额
达771万元。

今年从化区围绕打好荔枝“产业、市
场、科技、文化、红色、绿色”六张牌，从化
升级已经运行三年的“生态从化 美荔定
制”模式，在 17 个（条）特色小镇、专业村
首批推出 5000 棵荔枝定制树，定制树与
从化的农旅结合，让更多市民到从化赏
花摘果叹美景美食。同时，实施“荔枝+
粤菜师傅”“荔枝+公益”行动，推出“荔枝
鸡球”“荔枝釀肉”等荔枝菜品，联合多家
公益组织开展“众筹美荔”赠困难群众、
赠抗疫战士等活动，以荔枝传播岭南美
食文化、慈善文化。

“美荔定制套餐 1980 元/套，现在定
制就有机会立减 300 元，活动价 1680 元/
套，仅限 200 套……”从化区岭南水果产
业协会会长欧阳建忠介绍，今年荔枝定
制不仅可以按定制人的需求，对荔枝树
进行私人化、个性化的包装，而且赠送价
值 1068 元的旅游礼包一份，包含酒店住
宿、景点观光、手信礼盒等诸多优惠。

据了解，从化正以荔枝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为推手，推动成立荔枝产业
化联合体，由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以及
荔枝种植大户等20个主体组成，搭建“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加工大户+果
农”的运行体系，建立“生产+加工+科
技+营销（品牌）”的荔枝全产业链运营模
式。

从化延伸荔枝深加工第二产业链条，
初步形成了荔枝消费、旅游消费闭环，开
发了荔枝多酚、干白荔枝酒、荔枝调味品
等一批产品，形成全省规模最大的荔枝
加工产业链条。目前，从化区荔枝加工
年产能达 1.5 万吨，多项技术入选国家、
省级科技进步奖。

此外，从化还大力发展以荔枝为核心
的第三产业，重点整合从化的特色小镇、
农业公园、古村落古驿道、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等资源，开辟“流溪桂味”线、

“温泉双壳槐枝”线等多条旅游线路，串
联沿线吃、住、游、乐、购等旅游网红“打
卡点”，引入各大旅行社、汽车团等资源
带动消费。 （林海生）

定制化成推手
助跑从化美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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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广东启动荔枝“12221”市场营
销行动以来，惠州就开始采取有力措施推进
有关工作，主打产业、市场、科技、文化“四张
牌”，以高位谋荔、市场聚荔、品质兴荔、品牌
强荔、队伍助荔，努力实现品牌提升、市场引
导、果农增收等一揽子目标。

去年，惠州在镇隆荔枝文化节的基础上，打
造东坡荔枝文化节，首次统筹全市荔枝品牌，借
助传统媒体、新媒体矩阵合力，开发“直播带货”
等热门营销模式，打响东坡荔枝文化情，旨在重
新擦亮招牌、在全省众多知名荔枝品牌中突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惠州在突围
过程中，希望借助镇隆荔枝这一区域公共品
牌，带动全市荔枝向前发展，对标东莞莞荔、
增城挂绿，将惠州荔枝打造成为惠州市一张
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品牌名片。

据惠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惠州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

益”，全力抓好荔枝市场体系建设，形成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惠州荔枝营销经验模式，为惠州荔
枝产品高端化、品牌国际化、营销数字化打下
坚实基础。

在 6 月 11 日广东荔枝“12221”市场体系
建设系列活动暨惠州第二届（云上）东坡荔枝
文化节现场，惠州推出惠州市 2021荔枝经营
主体名录，涵盖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
县及仲恺高新区等地区荔枝经营主题名单、
联系方式、采收面积、种植品种及是否电商经
营主体等信息，供采购商详尽了解惠州荔枝
供应渠道，寻找荔枝货源及直接对接。

在文化品牌塑造上，惠州于去年5月启动
“岭东雄郡 惠州有礼”惠州手信产业提升及
品牌打造工程，打造品牌、产品、营销三大工
程体系，其中，品牌工程体系中有东字号、荔
字号、葛字号等六大惠州手信 IP。惠州市文
广旅体局在推进手信产业提升和品牌打造

上，也有意将“东”字号与“荔”字号融合打造
发展，融合讲好东坡与荔枝的文化故事，给惠
州荔枝注入文化内涵，实现“东”字号和“荔”
字号两大手信IP的有机融合。

比如，去年惠州在推出新鲜荔枝——东坡
荔、山顶村荔枝干、荔枝酒等产品的同时，还
向旅行社推广系列荔枝主题精品线路，带领
游客深入果林，享受现摘现吃的美味与乐趣，
瞻仰惠州红色文化。惠阳区文广旅体局副局
长魏玮表示：“今年我们将深度挖掘东坡荔文
化内涵，以点带面、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

镇隆镇镇长陈吉也表示，该镇将全力打造
东坡荔枝品牌，将镇隆荔枝与东坡文化相结合，
以讲好东坡故事赋予镇隆荔枝更高的文化内
涵，打响品牌强销售，丰富镇隆荔枝文化底蕴，
不断擦亮镇隆荔枝的区域品牌、文化品牌、生态
品牌，推动镇隆荔枝全球行，让镇隆荔枝全球共
享，全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民持续增收。

AA 品优价好
村民住进“荔枝楼” BB政府搭台 唱响品牌强荔

CC标准不一 果农盼政府发力
要想销售好，荔枝保鲜少不了。唐玄宗

时期，为博“妃子笑”，人们用快马千里传送
荔枝，以求至京师味未变。近年来，镇隆一
直在探索如何实现“味未变至客手”。吴添
乐介绍，目前镇隆已启动了冷链库，多个合
作社现已拥有田间地头冻库，有效解决了
田头最后一公里的保鲜问题，“在新的供应
冷链和配送体系下，荔枝将在 24—48小时
内快速配送至全国。”

近年来，镇隆通过抱团销售的模式，调
动田间地头作用，与物流企业达成了优惠
合作协议，目前全镇设有 16个物流快递仓
储点，实现全镇物流全覆盖。2020年，电商
销售占镇隆荔枝总销售额五成，这意味着
每两颗镇隆荔枝就有一颗是通过电商渠道
销售出去的。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惠州荔枝不仅畅
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去年还首次实现
自主出口，漂洋过海，敲开了加拿大、美国、
日本等国的大门。去年，惠州荔枝出口
2200吨，深受消费者喜爱。

今年惠州目标出口荔枝 3000 吨，为帮
助惠州农产品顺畅走出国门，惠州海关和
市农业部门签订了《提升惠州农产品出口
服务水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场品基
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联合举办荔枝产业
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政策扶持和业务指
导、出口农产品信息等方面加强互通共享。

“惠州荔枝发展态势良好，但存在一些
问题。”业内相关专家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一是品质参差不齐；二是受品牌、销路等影
响，品质虽好但却卖不出高价。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随机走访了几个农
贸市场发现，随着荔枝大面积上市，镇隆荔
枝价格稍有回落，但稳定在 10元/斤以上，
同时也发现一些标价 3.98 元/斤的镇隆荔
枝。吴添乐告诉记者，这是冒用镇隆荔枝
品牌，“这是对镇隆荔枝品牌的消耗，扰乱
了荔枝的市场秩序。”

“我们前年注册了东坡荔高端品牌，今
年正式面世，但推广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顾
虑，”吴添乐表示，镇隆荔枝、东坡荔可作为
惠州荔枝发展火车头，希望政府相关部门
能够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东坡荔向更
大市场进发。

与此同时，博罗县辉煌水果专业生产合
作社陈凤媚也向记者表示，合作社内800多
亩荔枝预计有 60多万斤的荔枝产量，主要
以优质品种桂味、糯米糍为主，肉厚汁多核
小味清甜，但由于先前品牌意识淡薄，市场
布局晚，主要靠市场批发为主，去年开始尝
试电商销售，虽有订单，但却卖不出好价
格，“这让我们很困惑，我们也在思考如何
提升本地荔枝在市场上的辨识度，实现荔
枝最大的价值，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在政策
上给出相应的方向指导。”

清晨刚摘下来的荔枝，果农们正在分拣

硕果累累的荔枝树下，果农一家其乐融融

硕果累累的荔枝园中硕果累累的荔枝园中，，果农穿梭忙碌着果农穿梭忙碌着

丰收时节丰收时节，，镇隆荔枝批发市场上挤满了果商镇隆荔枝批发市场上挤满了果商

荔枝装满车厢荔枝装满车厢，，准备销往北美市场准备销往北美市场

文化加持提升品牌附加值文化加持提升品牌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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