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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杨梅看中国、中国杨梅看浙江”。当前，我

省杨梅生产规模、产值均居各类水果首位，种植面积、

产值占全国50%以上，产品远销欧洲、中东、东南亚、美

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枚小小的“红宝石”承载着共富共荣的梦想和

希望。

这几天，在兰溪马涧镇等多个杨梅基地，农户正

顶着露水在深夜采摘杨梅，只为送上盛夏这第一口

鲜甜。兰溪是我省中西部最大的杨梅主产区。“目前

在兰溪，鲜食杨梅是一产，酿酒是二产，去游埠古镇品

酒是三产。”兰溪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兰溪杨梅酒

年加工量超过5700吨，产值达3亿元，杨梅全产业链

价值超过亿元，带动农户增收20%以上。

好风凭借力。聚焦产业链，浙江出台《关于推进

杨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统筹农业“双强”、

“土特产”培育、农机补贴、财政贴息等涉农资金，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开发创设，扩大杨梅采摘期气

象指数保险政策覆盖面，打好杨梅产业提质提效政策

组合拳。

相关市、县（市、区）也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兰

溪市整合9亿元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资金，加快

杨梅品种引选、大棚设施建设及设备更新、深加工产

业园区建设等；仙居县统筹区域协调资金4.5亿元、拉

动投资超8.7亿元，建设杨梅共富产业园，扶持加工企

业设备更新提升。

如何进一步做强做长杨梅产业链？省农技推广

中心水果专家表示，要深挖杨梅农遗文化资源，支持

杨梅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开发一批杨梅

果旅融合线路，打造具有鲜明杨梅文化标识的原创

IP。同时，推动杨梅主产县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品牌+产品品牌”品牌矩阵，到2027年培育形成2-3个

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杨梅酒品牌，提升浙江杨梅影响

力。

“接下来，我省将致力于实施‘杨梅产业提质提效

倍增行动’，统筹推进基地提升、技术提级、加工提档、

品质提标、融合提速，加快推进杨梅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浙江杨梅·品甲天下’新名片。”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走进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万梅谷家庭农场，连

片的白色大棚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大棚内，成熟的杨

梅红里透紫、果香扑鼻。农场负责人介绍，大棚杨梅早

在5月初，就以每公斤240元的售价上市。

3年前，因捕捉到杨梅早熟市场商机，农场尝试大

棚种植。“在数字化加持下，大棚杨梅可提前 20 天在

‘五一’前后上市。今年受天气影响，推迟了四五天，但

品质和风味不逊往年。”该负责人说，眼下大棚杨梅销

售已近尾声，正好与目前大量上市的露天杨梅实现错

峰。

这样的大棚杨梅在慈溪、仙居、兰溪等杨梅产区并

不鲜见。近年来，针对杨梅采摘期短等“先天不足”，我

省坚持品种、设施、技术协同发力，将杨梅成熟上市期

从原来集中在6月中下旬向前提早至5月上旬、向后延

迟至7月下旬，集中采摘期从20天拉长至60天以上。

“近年来，我省利用现代育种技术开展新品种选

育，重点选育早、中、晚熟杨梅品种，优化调整主栽品

种结构，延长成熟上市期。”省农技推广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同时，实施高中低梯度开发，利用浙江山

地资源优势，科学规划丘陵缓坡、中高海拔不同梯度

种植带，优化集成设施大棚促早、网室延后、露地杨梅

梯度栽培的技术措施，实现杨梅错峰上市，促进农户增

收。

拥有数字化优势的浙江，把杨梅作为发展智慧农

业的重点产业，根据杨梅鲜果特点，在主产区建设杨梅

农事服务中心，支持建设产地预冷、分选包装、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等设施，延长杨梅安全贮运时间及货架

期。依托兰溪“梅好兰溪”、仙居“亲农在线”等数字化

应用，实施杨梅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到2027年建成

杨梅数字基地50家以上、未来农场10家以上。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坚持“稳面

积、优结构、提质量、促增收”，发挥杨梅品种、科技和资

本优势，加快全产业链发展。到2027年，实现杨梅亩

产值从4600元到1万元、一产产值从60亿元到120亿

元、综合产值从100亿元到200亿元三个翻番。

近日，2025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活动在慈

溪举行。活动现场，慈溪杜泊农庄庄主宓国良向来客

热情介绍自家酿造的杨梅酒。“用的是新鲜采摘的杨

梅，配上品质较好的高粱酒，一年能卖七八千瓶。”宓

国良说。

除了像宓国良这样的农庄，更多企业加入开发杨

梅酒的行列。仙居县的浙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针

对不同市场群体开发了多款杨梅酒，销售负责人表

示，杨梅酒的消费市场正在升温。还有余姚的浙江舜

祥酒业有限公司，凭借一款“四明虹”杨梅酒，在2024

浙江农博会上摘下优质奖，短短3个月就卖了150万

瓶杨梅泡制酒。今年该公司将对工厂进行扩建，产量

预计扩大2-3倍。

杨梅酒是以杨梅为主要原料，通过浸泡、发酵或

蒸馏等工艺制成的酒精饮品，是杨梅加工的重要产

品。去年我省提出，要将杨梅酒打造成为有文化内

涵、有档次的酒类，做成一个大产业。省农业农村厅、

省经济与信息化厅随即出台《杨梅酒产业发展三年提

升计划》，发布首期浙江杨梅（杨梅酒）产业重点研发

课题需求清单和融资方案，推动杨梅酒产业提质扩

量。预计到2027年，杨梅酒产量、产值分别达到2.5万

吨、18亿元，真正实现“产一季，卖全年”。

酿好这瓶杨梅酒，要打通三个关键点。首先是市

场定位，强化杨梅酒健康功效。近两年，浙江依托“尖

兵领雁”“三农九方”、重大技术协同等科技项目，制定

行业相关标准，组织开展杨梅浸泡酒的健康功效研

究，实施杨梅酒尤其是浸泡酒的花色苷稳定性机制、

杨梅浸泡酒功效成分分析等技术研究。

针对杨梅酒行业标准缺失等问题，浙江多部门正

抓紧研究制定。据了解，《浸泡型杨梅露酒加工技术

规范》已被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学会立项，这意味着杨

梅酒省级标准出台有望。目前，杨梅酒加工技术研究

已被列入今年领雁科技计划，联动浙江大学、省农科

院、湘湖实验室等单位，组建杨梅酒产业专家团队，开

展杨梅酒保鲜、品质提升、风味优化等共性技术难题

攻关，同时，完善杨梅浸泡酒的检测标准、检测方法，

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产业发展龙头带。目前，全省涉及杨梅酒生产的加

工企业共有56家，年消化鲜果近10万吨。但仍存在企业

数量少、竞争力不强、原料供应不稳定等问题。对此，浙

江正积极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特色中小企业为梯

队的杨梅酒企业矩阵，省级重点培育10家杨梅酒生产

企业，每个杨梅主产县至少培育1家以上规模化杨梅酒

加工企业；重点培育浙东、浙中、浙南三大特色优势产

业集聚区，打造中高海拔山地杨梅阶梯种植基地20万

亩，到2027年全省万亩以上杨梅主产县保持在25个。

一瓶酒

一个棚 一条链

““浙浙””颗梅颗梅：：解答解答““从从2020到到365365””的加法题的加法题
□本报记者 高晓晓

六月江南，杨梅枝头闹。李白诗云：“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可见对杨梅之喜爱古来有之。

眼下，我省迎来杨梅季。作为我省种植面积最大、产值最高、具有地方特色的水果，2025年全省杨梅种植面积130万亩，与去年基本持平，总产量预计可

达74万吨。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杨梅鲜果销售期限制在短短20天。如何从20天跨越到365天，这道加法题，浙江做了很多实践和探索。

近日近日，，余姚市马渚镇沿山村的白杨梅采摘上余姚市马渚镇沿山村的白杨梅采摘上

市市，，供应市场供应市场。。 吴大庆吴大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