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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根子镇的高州市建
和果蔬专业合作社，一连片
2270亩的荔枝种植基地在航拍
镜头下十分壮观。放眼望去，
一颗颗红彤彤的荔枝已经挂满
了树枝，呈现一派勃勃生机的
景象。

“成立合作社后，现在的
荔枝能摘得下来的都能卖得
出去，价格也非常可观。”高州
市建和果蔬专业合作社社长
何建和热情地介绍着。种植
荔枝 30 多年如一日的他主动
谋新求变，大力推动荔枝品种
改良，以良种良法促进荔枝产
业发展，带动 65 户荔农年均

增收至少 5万元。

引进优种带动增收

“过去本地一些荔枝因为
品种问题，没有得到市场青睐，
经济效益低下，果农收入也不
好。”何建和向记者回忆道。

何建和是土生土长的根子
人，作为一名具有 30多年丰富
荔枝种植经验的“老能手”，他
长年累月和荔枝打交道，反复
研究和实践适合在根子镇推广
的荔枝新优品种。在历届产业
大会推动下，引进优良品种、推
行科学种植成为荔枝产业发展
的主方向。对何建和来说，这
无疑是“久旱逢甘露”。

2019 年，何建和担任根子
镇建和果蔬专业合作社社长
后，先后引进了井冈红糯、仙进
奉、岭丰糯、冰荔、御金球、观音
绿等新型荔枝品种 20多个，通
过大力引种、研究和推广荔枝
品种改良，帮助当地果农通过
嫁接等方式改良荔枝品种达 2
万多亩。

在合作社带动下，不少果
农的荔枝全部进行品种改良，
产量增加了一倍，收入也翻了
一番。“得益于政府引导，品种
改良非常顺利。”何建和说，合
作社目前种植荔枝 2270亩，发
展业态包括种植、加工、销售和
服务，带动 65户农户发展特色

农业种植，每户人均年增收达
5—8万元。

“美荔联盟”引领现代化

何建和是最早一批在果园
铺设滴灌设施的种植户，为了
提高果园的通风透光率，他还
特意将荔枝树隔行挖走，同时
在荔枝花期还会主动控花，以
防花簇徒长，提高成花率。

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引
进的新品种，他的标准园已经
是周边果户效仿的榜样。

利用榜样的力量，何建和
牵头成立“美荔联盟”，发动种
果能手、电商达人，在荔枝科学
种植、品牌宣传、销售等环节提
供帮助。这些年，随着电商快
递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何建和
还带领当地群众投身电商行
业，推广“荔枝保鲜与机械化应
用”的新型保鲜技术模式，为推
动当地荔枝从传统农业向现代
产业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为了提高合作社荔
枝的管理水平，何建和平均每
月会组织一场技术培训，适时
为广大果农普及当前新的管理
技术、新的荔枝品种以及新的
推广方式，每次培训人数过百
人，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人。“荔
枝产业农文旅融合发展，处处
充满商机，很多年轻人都很愿
意回到家乡创业。”何建和说。

权威性——

本次大会是部省首次共同
主办的热作产业行业盛会，农
业农村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相
关 负 责 同 志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高
级代表，有关热带国家农业部
门负责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驻华使节等外宾届时将出席
大 会 ，共 同 发 出 行 业 权 威 声
音，擘画产业发展未来。

引领性——

大会集中发布热作产业

发 展 报 告 、国 际 合 作 案 例 、
新 品 种 新 技 术 等 一 大 批 成
果 ，举 办 热 作 发 展 成 就 展 ，
组织国内外专业人士围绕大
会 主 题 进 行 交 流 研 讨 ，向 世
界介绍我国推动热作产业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做 法 和 经 验 ，贡
献 中 国 智 慧 、中 国 方 案 和 中
国力量。

广泛性——

大会邀请热作产业主管部
门、主产地区行业组织、龙头
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
金融机构和新闻媒体等方面代
表参加，实现“政产学研资媒”

全行业多领域人士共襄盛会、
共商大计、共促发展。

实效性——

大会组织举办热作科企
高 峰 论 坛 、荔 枝 龙 眼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论 坛 、农 垦 对 外 合
作 联 盟 成 立 等 活 动 ，开 展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建 设 等 项 目 签 约 ，组
织 热 作 贸 易 促 进 、大 型 批 发
市 场 采 购 、荔 枝 嘉 年 华 等 系
列 营 销 活 动 ，力 求 实 现 政 策
对接、产销衔接、学术研讨、
成 果 转 化 等 多 重 目 标 ，带 动
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热作产业潜“荔”无限
引领发展“荔”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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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中国国际热作产业大会暨第七届中国荔枝龙眼
产业大会将在茂名召开

5月20日，中国国际热作产业大会暨第七届中
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将在茂名举办。茂名连续四
年举办盛会，推动农业产业万象更新，农业产值连
续三年突破千亿元。特别是荔枝、龙眼等热作产
业，在历届大会推动下，不断优化改良品种、完善寄
递服务、延伸产业链条，打好产业、市场、科技、文化
“四张牌”，树立了全国热作产业发展的标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广东省委实施“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重大机遇，茂名借助大会向
世界汲取开放发展的澎湃动力，努力做好“土特
产”这篇大文章。当前，茂名正聚焦“五棵树一条
鱼一桌菜”，推动特色产业集聚成势、全链发展、
高质高效，助推强村富民产业行稳致远。

作为“中国荔乡”，茂名已有
2000多年种植荔枝的历史，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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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大会是一池春水，激荡
起茂名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澎湃动力，快速汇聚了高关注、
高人气。

2020年，中国荔枝产业大会
在茂名高州市开幕，助推茂名荔
枝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茂名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除现场到会
专家学者以及种植、加工、流通
企业代表外，大会还通过网络直

播互动，向网络粉丝同步直播了
荔枝大会盛况，擦亮了荔枝品
牌。在大会推动下，茂名荔枝供
不应求。

过去几年，面对市场，茂名
率先调整产业根基，推动荔枝种
植标准化、品种优良化，实现错
峰上市，全链条产值突破百亿
元。

目前，茂名建成荔枝千亩标
准果园 3 个、百亩标准果园 78
个、矮化果园12.3万亩，建成“空
天地一体化”荔枝智慧果园 1
个，应用北斗导航、无人机、农机
大数据等装备和技术，实现品种
优质化、水肥智能化、生产机械

化、防控绿色化和管理数字化。
通过不断改良和引进新品

种，茂名荔枝已拥有白糖罂、妃子
笑、桂味等 80多个品种，优质品
种占80％，拥有4个区域公用品
牌，4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

2022年，中国荔枝产业大会
变更为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
从带动荔枝产业拓展到带动龙
眼产业。

今年的产业大会围绕权威
性、引领性、广泛性和实效性四
大办会亮点，将举办一系列务实
高效的产业活动，旨在大力促进
热作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
热区乡村全面振兴，切实服务农

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

振兴、高水平对外开放，大会对
外传递出重要信息，更为茂名荔
枝龙眼产业发展指明方向。茂
名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特别
是对外开放，将有助于茂名荔枝
龙眼走向世界。

截至5月 12日，茂名市重点
企业荔枝出口意向订单6666吨，
与去年全年出口量相比，增长近
30%。经过产业优化，茂名荔枝
龙眼具备走向全球的实力。乘
借大会东风，茂名积极打开对外
开放大门，为荔枝龙眼产业再添
新增长极。

产业大会是一面镜子，照见
茂名完善寄递服务支持荔枝龙
眼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进入 5月，高州小蜂嗡嗡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
其超忙得不亦乐乎，前来公司考
察的客户不断，最多的时候他一
天接待了八波客户。“为了迎接
荔枝季，我们在分选设备、冷链
保鲜、自动化包装等方面都进行
了升级。”黄其超说，今年公司增
加 3000 平方米冷库，投入压差
预冷保鲜技术，进一步提升荔枝
采后品质，延长保鲜期。

过去数年，茂名涌现出的类
似例子数不胜数。在冷链物流

完善基础上，越来越多果农涌入
电商大军。在市场催化下，荔枝
电商开始在多个方面合作，在品
牌、包装、供应链、售后等多方面
形成统一标准。

去年产业大会期间，茂名启
动了广东田头仓储分拣冷链物
流示范项目美荔联盟“田头小
站”建设，破解荔枝冷鲜“最初一
公里”难题。目前，茂名全市建
成田头冷库“田头智慧小站”242
个，促进荔枝仓储、包装、加工、
物流等各环节高效协同发展，茂
名荔枝龙眼营销再次跑出加速
度。

在茂名市委、市政府的引导

下，茂名市内多家荔枝寄递企业
加大市场投资力度，建设集冷
藏、预处理、集散的处理中心，冷
链物流基础设施骨干网覆盖荔
枝主产区。

今年，茂名市委、市政府全
力推动茂名荔枝产供销的物流
寄递、田头冷仓、分拣预处理场、
党群服务中心（村级物流服务站
点）、品牌包装、物流冷链车等方
面的“六统筹”工作，力求把更多
收益留给农民。为此，茂名市商
务局到外地拜访了多家主流荔
枝寄递公司区域总部，初步形成
电商寄递降费提效方案，解决寄
递成本居高不下的痛点。根据

电商寄递降费提效方案，邮政公
司 寄 递 费 用 降 幅 最 多 达 到
29.1%、顺丰公司寄递费用下降
5%至 10%、京东公司寄递费用
下降5%。

听闻电商寄递费用进一步
下降，高州根子镇村民林常珍
喜上眉梢。她是该镇最早开始
线上销售荔枝及相关产品的村
民之一。林常珍说，这个举措
把更多收益留给电商，进一步
提高电商积极性。大家会通过
技术创新提升荔枝品质，严格
把控质量关，让茂名荔枝销往
全球，也让全世界人民可以品
尝中国荔枝。

产业大会是一扇窗户，向全
国、向世界展示资源丰富的多彩
茂名。茂名以会为媒抓招商，宣
传荔枝龙眼资源优势、推介招商
引资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建设精
深加工生产线，扩大加工规模，
延长和扩大产业链，实现荔枝龙
眼产业的升值增效。

去年产业大会期间，广药王
老吉广东荔枝（茂名）原浆加工

基地正式投产，基地以荔枝原浆
及荔枝罐装饮料生产加工为主，
是目前全国最大荔枝饮料生产
基地，拥有全国唯一能加工荔枝
清汁的生产线，填补国内荔枝加
工技术空白，进一步延长荔枝产
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今年，该公司在已发布的18
款荔小吉系列饮品基础上，又新增
2款“荔小吉”饮品，壮大产品矩阵，

进一步解决鲜荔枝销售问题，延长
荔枝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荔枝饮料、荔枝酒、荔枝干、
桂圆肉、龙眼干……荔枝龙眼深
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形成了丰富
的产品矩阵，荔枝龙眼加工产业
焕发新彩，清香沁人。

目前，茂名开发有休闲和保健
两大系列荔枝龙眼加工产品，现
有荔枝加工企业约3000家，涉荔

农业龙头企业22家，有龙眼加工
企业约3000家，高州分界镇更是
被誉为“中国桂圆加工第一镇”。

谋定而后动，茂名借助大会
高质量谋划建设一批深加工项
目，期望通过建设大产区、引入
大企业、做强大品牌、打造大产
业，让荔枝龙眼成为富裕一片农
民的“摇钱树”、带动一方发展的

“幸福果”。

产业大会是一个引擎，推动
茂名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既
打开产业发展新局面，又增加当
地农民收入。

走进中国荔枝博览馆，以荔
枝为主题，集历史、文化、技术、
艺术、教育、旅游于一体。去年
产业大会期间，中国荔枝博览
馆、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中国
荔枝产业大会会址三个国字号
平台建成使用。时至今日，三个
国字号平台成为茂名文旅产业
的“珍珠”。

距离三个国字号平台不远

处，就是景区柏桥村荔枝种植
园。柏桥种植园里古木新树交
杂，枝头荔枝逐渐转红。游客穿
梭在千年古荔林间拍照打卡，文
艺爱好者在树下采风、写生，柏
桥村的孩童在园中嬉戏。

这是高州市甜美果海示范
带，既有特色外观的中国荔枝博
览馆，也有文化内涵的柏桥种植
园，古韵今风在这美丽交融，深
受游客青睐。

“我们打造了以荔枝文化为
特色的各类民宿，推出了当地特
色的高凉菜套餐，打开了产业发

展的新局面。”根子镇副镇长何
兵权说，荔枝特色文化旅游给乡
亲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历届产业大会的成功举办，
推动茂名农文旅融合发展更上一
层楼，让更多的人走进茂名、了解
茂名、爱上茂名。一步一脚印，茂
名以创新思路传承千年荔乡文
化，擦亮文化品牌，让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绽放美“荔”光彩。

历届产业大会期间，古荔
树、古龙眼树采摘权举行拍卖，
每场拍卖活动均以超百万元的
价值成交。“荔枝定制”热潮一浪

胜一浪，由“论粒、论棵、论片”向
“卖年份荔”定制模式转变。今
年，“年份荔”高端定制深受欢
迎，截至 5 月 15 日，全市荔枝定
制已超1.7 万棵。荔枝未大量上
市就已受热捧，进一步擦亮荔枝
文化名片。

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第一
书记何霞说，通过历届大会，茂
名挖掘荔枝文化，讲好荔枝故
事，做精做响荔枝品牌，荔枝鲜
果年年供不应求。距离荔枝成
熟期还有一个月时，接近一半的
古树荔枝已被预订了。

赋能发展“荔”杆见影

勇立潮头“荔”拓新路

产业升级“荔”兵秣马

产业融合亭亭玉“荔”

高州市建和果蔬专业合作社社长何建和：

带动65户年均增收至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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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茂名荔枝种植
面积 139.22 万亩，全市 30 亩以
上种植大户 2158 户。全市荔枝
总 产 量 55.06 万 吨 ，占 广 东 的
48.21%、全国的 21.86%。

●茂名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6436 家 ，数量位居全省第二 。
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45 家，省
级 示 范 社 95 家 ，市 级 示 范 社
215 家。

●2022 年，茂名荔枝出口

5156 吨，同比增长 77.18%。全
市荔枝销售总量 54.3 万吨，实
现荔枝鲜果销售收入达 80.70
亿元，进入茂名产区的收购客
商累计达 1.7 万人次。

●2022 年，茂名荔枝全年
综合批发价每公斤 18 元，销售
价格创近年新高，呈现高开高
走、一路坚挺的态势。

●2022 年荔枝销售旺季期
间，入茂“乡村游”的游客最高达

2.1 万人次/日；在端午节假期达
到高峰，当天达31.86万人次。

●创新荔枝定制模式，荔
枝在减产 5.3%情况下实现销售
额增长 13.3%，新增 6 家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形成“6+19”现
代农业发展平台。

●茂名有电商 2800 多家、
微商 15000 多家，其中市级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 30 多家，省级龙
头企业 1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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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茂名高州的中国荔枝博览馆航拍图坐落在茂名高州的中国荔枝博览馆航拍图

茂名高州荔枝树挂满红彤彤的荔枝茂名高州荔枝树挂满红彤彤的荔枝

工人正在分拣加工荔枝工人正在分拣加工荔枝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