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业编辑：程益新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8 E-mail：99297510@163.com
2024年6月8日 星期六 4

“六月杨梅红江南，兰溪独占第一枝。”兰溪是中

国杨梅之乡，也是我省中西部最大的杨梅产区。为进

一步推动杨梅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兰溪摸索出了新

路子。

近年来，兰溪市除了提升杨梅品质外，不断在标

准化生产、促进三产融合、做强品牌建设上积极尝试

“破圈”。

“我们通过制定推行兰溪杨梅品牌和品质标准，

进一步深化‘13度甜，14度鲜’的品牌形象，并结合文

旅IP，在上海、杭州、深圳等地举办推介活动。”兰溪市

经济特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启介绍，当地还通过注

册“兰溪杨梅”国际商标，对标国际质量安全要求，改

进管理方式，实现杨梅出口零的突破，打开以中东、欧

盟为主的国际市场。

兰溪市马涧镇在去年开展过一场名为“认养一棵

梅”活动，认养人可根据杨梅产量和品种，每年花费

300-850元不等的费用，体验一把“从管到收”的乐趣。

“实施认养后，果农不仅打开了销售渠道，还降低

了人工和销售成本，认养人又能体验到种养的乐趣，

实现了双赢。”马涧镇人大主席包俞良表示。

这种“以养代帮”的方式，有效激发了产业发展活

力，实现了土地增值、农民增收。眼下，“认养一棵梅”

模式得到有效推广，不仅增加了农户收入，还成为当

地农旅融合新亮点。

而有着“全国杨梅标准化示范县”之称的青田，则

打出了以品牌赋能产业转型，全维度打造溢价效应的

“组合拳”。

近年来，青田县对实施杨梅绿色防控技术的杨梅

园，纳入“丽水山耕”区域公用品牌统一管理，实行线

上线下统一品牌包装销售，并借助外地商会、海外侨

团的渠道优势，推动产销对接，构筑“服务车+绿色通

道”便捷物流体系，实现国内20个重点城市采摘当日

达，出口意大利14个小时送达。

目前，该县已获批海关注册登记出境水果果园12

家，新增海关注册登记出境杨梅果园1800多亩，出口

国家超20个，年出口数量达200吨，出口均价超40欧

元每公斤。

此外，青田还通过开设杨梅艺术展、杨梅音乐节、

夜游灯光秀等活动，结合梅林盛景、农村休闲娱乐，进

一步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据统计，青田杨梅通过品牌化拓展，从过去“辐射

周边”拓展至如今的“越洋出海”。去年，出口到意大

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销售额达2000余万元。

品牌赋能 广拓销路最近几天，在余姚市三七市镇唐李张村，大棚

里的杨梅已经成熟，一颗颗红红的杨梅挂满枝头。

棚内，工人们正熟练地将杨梅采摘下来，分拣装篮。

“2020年，村里开始全面推广杨梅促成保温大

棚栽培新技术，目前全村杨梅种植面积大约有3000

亩。”唐李张村党支部书记张赟告诉记者，这一技术

使当地大棚栽培杨梅上市时间比露天栽培杨梅提

前了20天左右，经济效益提升显著。

余姚作为全国杨梅之乡，杨梅栽培历史悠久，

全市杨梅种植面积达9.8万亩，种植户1.5万余户。

近年来，余姚以杨梅全产业链建设为主线，不断加

大科技赋能力度，用上了防虫避雨大棚设施栽培、

促成保温大棚设施栽培、水肥一体化、24小时实时

温湿度调控等新科技。

在科技加持下，余姚杨梅品质不断提升，逐步

成为当地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不仅成功申报国家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国家集体证明商标等，2023年，杨梅鲜果销售额

更是突破3亿元。

而在温州市瓯海区，杨梅大棚被套上了智能化

的“外衣”。“24℃到25℃的温度，杨梅最适宜。”当地

杨梅种植户林媚媚指着手机上的智能大棚APP向

记者介绍，大棚加上智能化精准管理，现在种杨梅，

只需点点手机屏幕，就能调节各项生产指标，快捷

且有效。

杨梅天生娇弱，花期如遇低温，会影响坐果；成

熟期遇上梅雨季，则会影响产品质量。为此，我省

自 2010 年以来陆续开展了杨梅灾害天气应对研

究，创新集成了以防虫、避雨、保果、促早、提质为核

心的设施网室避雨栽培和设施大棚促早栽培等高

品质栽培模式。

“在设施条件下生产杨梅，果品品质全面提

升，商品果率、精品果率均明显提高。”省农技推广

中心推广研究员孙钧介绍，目前，我省共有 1500

余亩智能大棚杨梅，产量约 1600 余吨，产值约 1.4

亿元。

移栽酒泉卫星发射基地、60元一颗出口迪拜、

种子搭乘神舟十六号飞船出征太空……台州的仙

居杨梅一直名声在外，一个个“出圈”名场面让人记

忆犹新。

其实，台州所产水果除了其中60%用作鲜果销

售，剩余40%则会深加工，仙居杨梅也不例外。

近年来，仙居县投资近亿元打造了两条国内首

创的万吨级杨梅深加工生产线，深加工产品达 30

多种。这也成为当地果农、企业增收致富的又一条

重要途径。

走进浙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展示货架上十

多个品种的杨梅深加工制品令人大开眼界。“杨梅原

汁、干红、果醋、冰激凌……”“聚仙庄”总工程师周增

群一边细数自家杨梅深加工的“当家花旦”，一边拿

起一款名为“冰杨梅”的冰鲜果汁饮品给记者品尝。

打开瓶盖，杨梅的酸甜味瞬间扑鼻而来，浅尝一口，

就像是吃上了一口冰镇杨梅，爽口又解暑。“这‘家伙

’呀，去年夏天一上市，就成了‘爆款’。”周增群说。据

他介绍，除了用杨梅汁制作原汁、酒类，“聚仙庄”还

不断挖掘杨梅肉、杨梅核、杨梅花青素等附加值，杨

梅雪花膏、杨梅酥等新奇玩意儿应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杨梅类甜点的保质期大概为9

个月，冷链杨梅果汁保质期为半年，杨梅酒则能长

期存放……一颗小小的杨梅在机器里走一遭，生命

周期就延长了数倍不止。

不仅如此，每逢杨梅收获季节，“聚仙庄”便会

实行兜底收购，每年收购杨梅3000吨，帮助农民增

收 3000 余万元，成为十万仙居果农销售杨梅的最

后一道保障线。

目前，仙居县共有19家杨梅深加工企业，数量

为全国最多，全县年加工转化能力达4万多吨，拥

有杨梅加工包装等专利20余项。

正是有了这些衍生品，让杨梅从“一月红”发展

为“全年红”，仙居杨梅也“链”出了年产值40亿元

的大产业。

创新技术 提质升级

延伸链条 做强产业

“浙”颗仙果为何能卖出60亿元？

□本报记者 杨怡 蔡希师

杨梅是浙江最具特色的水果之一，也是我省种植面积最大、产值最高的水果之一。全省

有70多个县（市、区）生产杨梅，种植面积达130多万亩，仅鲜果产值就有60亿元，均居全国

首位。

而今，浙江将围绕打造精品果业总体目标，以实施良种保护利用、设施更新提升、技术创

新集成、主体培育壮大、全链数智赋能五大行动，及建立三大精品杨梅集聚区为牵引，实现设

施栽培面积、精品果率和产值“三个翻一番”,进一步推进杨梅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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