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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在茂名举办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詹翔闵 全良波 通讯员 赖宣任 卓剑斯

2022 年，中国荔枝龙眼产
业大会以“放‘眼’世界 全链引
领‘荔’开新局”为主题，贯彻落
实打好“四张牌”要求，引领全
国荔枝龙眼产业绿色优质高效
发展。

大会吸引了福建、广西、海
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各荔枝
主产区代表，RCEP成员国驻广
州领事馆领事代表，国家荔枝龙
眼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学者，相关
行业协会代表等前来，共襄盛
举。

大会举行了一系列签约仪
式，落地了村村播工程广东基地
和村村播学院，发布了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广东岭南荔枝
种植系统（增城、东莞、茂名）、
广东荔枝金融产品和茂名荔枝
产业发展白皮书（2022）等，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了荔枝龙眼全产
业链成果。大会还为一批“广东
荔枝龙眼种植工匠”及“广东荔
枝龙眼古树守护人”颁奖，感谢
他们为荔枝龙眼产业的付出与

奉献。
此外，2022 年中国荔枝龙

眼产业大会、第 20 届中国（广
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第
二届广东（茂名）荔枝龙眼博览
会三会合一，同期举办，全力推
动亚热带特色农业发展。

现在，产业大会不仅是荔枝
龙眼产业的顶级盛会，也是促进
农业发展的活动平台，更是承办
城市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蓦
然回首，大会连年落户茂名，不
仅让茂名荔枝品牌形象得以在
全国、全球面前充分展现，也较
好地发挥了对产业、对区域的辐
射带动作用，让“中国荔枝看广
东，广东荔枝看茂名”的声誉更
深入人心。

三年来，茂名坚持“办好一
次会，壮大一个产业”，发挥大
会资源集聚、专家集中、政策集
成的优势，谋划建设一批产加销
贯通、贸工农一体、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项目。2021 年，茂名荔
枝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连片荔枝
生产基地，全市荔枝种植面积约
135 万亩，年产量近 60 万吨，产
量约占广东的二分之一，占中国
的四分之一。作为世界“储良龙
眼”发源地和“中国金牌龙眼之
乡”，茂名龙眼种植面积达到 78
万亩，产量 54.17 万吨，种植面积
和产量占全省的 50%，居全省第
一，第一产业产值34.84亿元。

近年来，以创建国家荔枝现
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茂名构建

“一会一址一馆一圃一网一站一
中心”的“七个一”荔枝产业发展
格局，为荔枝、龙眼产业生产、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提供平台、技术

“硬支撑”，带动茂名荔枝龙眼乃
至全国荔枝龙眼全产业链发展。
茂名龙眼以种植早、品质优、产量
高、产业强红遍全国，今年，茂名

将把往年荔枝营销的经验延伸到
龙眼上，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
价值，打造广东乃至全国的致富
标杆。

目前，茂名龙眼从生产、加
工、仓储、冷链、物流、销售，到产
品开发、品牌打造、文化创意、休
闲旅游等，已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根据不完全统计，高州市桂
圆肉加工家庭作坊超过3000家，
根子镇、分界镇、泗水镇3个都超
过2000家，高州分界镇更是被誉
为“中国桂圆加工第一镇”。

三年间，茂名荔枝龙眼产业
创新成果有目共睹。茂名实施了
一系列科硬核举措，以产业牌、市
场牌、科技牌和文化牌“四张牌”
为主线，积极推动荔枝龙眼产业
高质量发展。目前，荔枝龙眼产
业已积厚成势，具备打造行业标

杆和“立足全国、走向世界”的硬
核实力。

回望 2021 年龙眼成熟季，
高州每天从饶平采购龙眼鲜果
20多万斤用于加工，解决当地果
农销售问题。茂名龙眼种植面积
位居全省第一，发挥加工产业上
的优势，带动全省龙眼采摘与销
售，积极做出广东龙眼营销的“茂
名贡献”。

这是茂名荔枝龙眼产业走在
全国前列迈向全球的实践。今
天，茂名通过建设大产区、引入大
企业、做强大品牌、打造大产业，
让世界各地都能了解、品鉴茂名
荔枝龙眼，特别是抢抓 RCEP 机
遇，加紧创建高州（荔枝、龙眼）
农产品国际交易中心，推动从卖
产品到聚资源、建平台，向全球农
业产业中高端迈进。

美“荔”定制延续文脉

提升产业放“眼”世界

助“荔”升级推动突破

“荔”开新局 放“眼”世界

5月29日，2022年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以下
简称“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在茂名举行。以大会为契
机，茂名全面展示荔枝龙眼产业、市场、科技、文化建
设成效，打造政策对接、产销衔接、品牌塑造、商务
合作、资源聚集的国际性平台，推动荔枝、龙眼全
产业链互联互通、融合共享。

这是茂名连续第三年承办这一产业大
会。站在新起点，迎来新契机。茂名贯彻落
实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五棵树
一条鱼一桌菜”特色农业为抓手，培育百
亿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持续打好产业、
市场、科技、文化“四张牌”，把握产
业发展新机遇，加快三产融合，
推动荔枝、龙眼产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乡村产业振
兴新高地。

荔枝产业核心区绿意盎然

2022年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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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
意见》，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对
于普通居民来说，如何选择养
老公募基金？5 月 25 日，中欧
基金基金经理桑磊以及CBN-
Data 高级商业研究员魏宇彤
亮相中欧直播间，解读养老投
资趋势报告的最新成果，聚焦
新养老主义与基金投资的变化
与发展。

据悉，中欧基金2018年起
就开始陆续布局养老目标基
金。公司还专门设立了养老金
的业务部门，由分管这个市场
的副总经理来兼任部门的负责
人进行统筹管理。 （杨广）

公募基金
助力“老有所养”

黄
建
平
其
人

相
关
链
接

马可波罗A股游记会怎么写
去年没有“借壳”四通股份上市的

陶瓷业牛人黄建平，近日有新动作——
旗下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马可波罗）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
书）。招股书显示，马可波罗拟在深交所
主 板 上 市 ，公 开 发 行 A 股 不 超 过
11949.20万股，拟募集资金约40亿元。

马可波罗近3年营收和净利润总体
提升，但也面临坏账等多重风险，这次
申请能成功吗？这个起洋名字的广东
东莞企业又是什么来头？

5 月 19 日，马可波罗招股
书显示，公司拟在深交所主板
上市，公开发行 A 股不超过
11949.20 万股，拟使用募集资
金约 40 亿元。此次上市申请
的保荐机构为招商证券。

马可波罗此次冲A胜算有
几成？目前，公司业绩表现不
错，但还面临多项风险。

业绩方面，2019年至2021
年，马可波罗控股营业收入金额
分别为81.30亿元、85.91亿元和
93.6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6.28
亿元、15.74亿元和16.53亿元。
近3年营业收入呈逐年上升趋
势，净利润除了2019年略微下
降有所提升。

不过，2019 年至 2021 年，
马可波罗控股主营业务毛利率
分 别 为 47.11% 、43.80% 和
43.09%，水平较高但连年下滑。
公司在招股书中承认，如果未来
建筑陶瓷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等，公司在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不
能保持现有竞争优势或不能有
效控制成本，将面临毛利率下降

的风险，从而对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招股书还披露了多项风险
因素，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会引
致风险。马可波罗的客户不只
是经销商和普通消费者，2021
年前五大客户分别为华耐家居、
恒大地产、保利地产、中海地产、
万科地产，合计销售收入19.87
亿元，占比 21.29%。公司专注
于建筑陶瓷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因此其所处行业与房地产
行业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
“三道红线”“集中供应土地”等
相关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房地产投资需求，
进而一定程度会影响建筑陶瓷
企业的业务发展速度，公司面
临房地产调控政策引致的业绩
下滑风险与资金回款风险。

而目前来看，风险已经有
所显现，马可波罗部分房地产
客户出现了信用违约或逾期情
形，一定程度影响了公司现金
流与经营业绩。2019年年末、

2020年年末和2021年年末，公
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9.21 亿元、21.66 亿元和 22.43
亿元，占各期末流动资产的比
例 分 别 为 26.35% 、25.08% 和
27.92%；应收票据账面价值分
别为 11.85 亿元、8.97 亿元和
1.65亿元，占各期末流动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 16.24%、10.38%和
2.06%。

在马可波罗应收款中，预
期回收风险高的坏账准备共计
2.15 亿元，其中包括不少知名
地产公司，如融创地产集团等。

另外，公司提到还面临原
材料、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
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占公司
主营业务成本的平均比重分别
超过 30％、20％，如果价格出
现波动，将会给公司经营及盈
利水平带来显著影响。此外，
公司用人成本攀升。2019 年
至 2021年，马可波罗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分别
为6.95亿元、7.09亿元及9.57亿
元，逐年提高。

公司近三年营收连增，毛利率连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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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面临多项风险 “洋字招牌”曾遭到质疑

视觉中国供图制图/胡彦

去年，马可波罗实控人、
陶瓷业大佬黄建平大手笔拿
下主营陶瓷生产的 A 股上市
公司四通股份，一度被猜测
是要买壳上市。如今马可波
罗却独立报会，若一切顺利，
黄建平将在 A 股拥有两家上
市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四通股份
五年来业绩增长乏力。在黄
建平收购后，却突然净利暴
增，原因是将子公司“低价转
让”给马可波罗。

陶瓷行业内把黄建平誉
为“文化商人”，而他也表示
要坚持文化营销，因为文化
营销是四两拨千斤，定位为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黄 建 平 ，广 东 普 宁 人 ，

1985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无机材料系陶瓷专业，本科
学历。1988 年创建广东唯美
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东莞市
建筑装饰材料厂，历任副厂
长、厂长，现任广东唯美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
书记。

（钟和）

与外国名人同名，马可波罗
却是一家地道的本土企业，工
商信息显示，公司注册地在广
东省东莞市高埗镇。股权结
构 上 ，马 可 波 罗 也 是 中 国 血
统。招股书显示，美盈实业持
有公司 64.36%的股份，为公司
控股股东。黄建平持有美盈
实业 64.01%的股份，直接及间
接持有发行人 42.12%的股份，
为实际控制人。此外，马可波
罗持股超 5%的大股东还有投
资机构嘉兴天唯、嘉兴易唯等。

官网显示，马可波罗瓷砖
“以‘为中国陶瓷打造出第一个
世界知名品牌’为使命”，于
1998 年建起首家品牌专卖店，
是建筑陶瓷行业最早品牌经营
的企业之一，目前在国内外建
起数千家专卖店。实际上，公
司 的 境 外 业 务 占 比 较 小 。
2019-2021年，公司来自境外的
销售收入分别为4.15亿元、3.58
亿元及 3.58 亿元，占公司当期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12%、4.17%及 3.84%。《马可·

波罗游记》早就“走进来”了，而
马可波罗瓷砖还有待迈大步子

“走出去”。
同样走 外 国 品 牌 名 路 线

的达芬奇，曾在 2011 年被央
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其
销售的卡布丽缇家具，实际上
由东莞长丰家具有限公司生
产，国内贴牌加工，运至意大
利，再运回国内，一张在长丰
只要 3 万元的双人床最后标价
30多万元。

2021 年，自称是代理商的
王小燕实名举报马可波罗虚假
宣传，因其不给开发票而质疑
公司涉嫌偷税漏税，称其“打着
洋品牌的大旗，割着国人的韭
菜”，表示具体的产地信息，需
要扫二维码才能查看，但扫码
查看生产厂信息的小字却被

“巧妙”遮挡。
对此，北京时择律师事务

所刘云律师认为，消费者享有
知情权，经营者要向消费者告
知商品的具体信息，比如生产
厂家、生产地址，经营者得尽到

告知的义务。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

长黄升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起洋名字的风气从 20世纪
90年代起开始盛行，很多企业
通过起洋名字来提升品牌认
知度和企业利润。品牌研究
专家李光斗认为，中国企业之
所以喜欢起洋名字，从根本上
讲，是对某些行业的产品不信
任，或者某些产品就是觉得国
外的好。

马可波罗公司官网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拥有专利 569 项。中国陶瓷
工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从质
量 角 度 来 看 ，广 东 砖 确 实 不
错，广东陶瓷卫浴产区是整个
陶瓷行业产业链配套最完整的
地方。

对于洋名字国货的这类事
件，知名评论员杨于泽曾发文
表 示 ，正 确 的 解 决 之 道 是 ，

“国货”把质量、费效比搞上
去，使自己成为消费者一个可
靠的选择。

茂名是中国最古老的荔枝
种植核心区之一，已有 2200 多
年的种植历史。全市 500 年树
龄以上的荔枝树达 1000 棵，古
荔树资源丰富。以根子贡园为
首的四大古荔园，每逢荔红时
节，古树新发，硕果累累，堪称活
的“荔枝博物馆”。在茂名，以荔
枝命名的村庄达129条。

会上，中国荔枝博览馆正式
揭牌。走进博览馆，就如走进茂
名荔枝发展的历史长河，《荔史》
《荔事》《荔知》《荔人》《荔业》
《荔韵》《荔梦》等7个展厅，完美
展示茂名荔枝文化底蕴。这是
茂名市荔枝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核心项目内容，也是国家荔枝
种质资源圃的重要组成部分，集
历史渊源、文化知识及休闲旅游
于一身，是全国唯一的国字号荔
枝博览馆，对强化茂名荔枝产业
和研发的中心地位，推动我国乃
至世界荔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博览馆外，美“荔”定制活动
如火如荼。今年，茂名市深化

“荔枝定制”模式，推动荔枝销售
“从论箱、论盒卖到论粒、论棵、
论片定制”。目前，全市荔枝定
制超过 1.5 万棵，价格增长一倍

以上。此外，通过发布荔枝“福
荔卡”，已预售荔枝超过 4 万
斤。这系列举措，实现了农产品
销售从单纯的卖产品，到卖文
化、卖故事、卖品牌。

文化成为茂名荔枝产业发
展 的“ 软 实 力 ”，更 是“ 硬 支
撑”。茂名正在做好文旅融合赋
能的文章，加快“沉浸式”荔枝文
旅开发，打造以四大古荔园为核
心的荔枝“农旅文创一体化”旅
游带，建设 4A 级风景区，使游
客在品味荔枝的同时，可以沉浸
式感受荔枝文化，形成“旅游+
荔枝”“文化+荔枝”等“荔枝+”
融合发展模式。

展望未来，茂名继续聚焦
“荔枝+文化”，大力推动荔枝消
费高端化、品牌化、数字化，让
荔枝卖出好价钱。品牌化营销
方面，制定实施“茂名荔枝”区
域 公 用 品 牌 战 略 规 划 ，推 广

“ 茂 名 荔 枝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LOGO 及茂名荔枝区域公用品
牌 IP 形象，唱响“茂名荔枝，世
界名荔”品牌口号。数字化营
销方面，用好广东（茂名）荔枝
产业大数据平台“一个平台”，
办好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和
中 国 荔 枝 龙 眼 博 览 会“ 两 场
会”，积极开展网络会客、网红
直播带货、荔枝认养定制、荔枝

“云交易”等线上线下融合营销
活动，为茂名荔枝产业高质量发
展插上“数字翅膀”。

同时，茂名把产业发展经验
延伸复制到“五棵树一条鱼一
桌菜”特色农业上，抓聚焦发
展培育百亿现代农业产业集
群，以“小切口”带动农业产业

“大变化”，探索一条可借鉴复
制、多业相互支撑的产业振兴
茂名路径。

茂名荔枝龙眼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向全球农业产业中高端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