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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旬阳狮头柑是安康果业的标志性
产品之一， 它属于黄柑的一个地方优
良种，也称皱皮柑，是橘橙的天然杂交
后代。 黄柑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南、湖
北 、陕西等地 ，国内有木里皱皮柑 、华
容道皱皮柑、得荣皱皮柑、旬阳狮头柑
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安康是陕西皱
皮柑的主要产区，旬阳、汉滨、紫阳、岚
皋 、平利 、白河等地都有分布 ，是安康
农户种植的传统水果， 主要分布于海
拔 500 米以下、 热量比较充足的汉江
流域低海拔地区， 与紫阳的金钱橘并
称中国柑橘最北缘的优良地方种 ，是
柑橘中的珍品。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产
业结构调整，一些地方开始有了产业化
发展，形成了旬阳吕河、汉滨九里湾、平
利大贵、岚皋大道河、紫阳汉王城等集
中产区，尤其是旬阳市政府重视，皱皮
柑的基地规模、科技水平、市场开发等
先行一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皱皮柑在柑橘王国里的市场占有
量十分微小，由于其果皮皱缩、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偏低、汁多等特点，保鲜期
短 ，易失水 ；其味偏酸带苦 ，非大众产
品，适宜消费有限。 但皱皮柑肉质细腻，
口感滑爽，果汁丰富，尤其具有清热降
火功效，克服了其他柑橘食后易上火的
缺陷， 是其他柑橘品种所不能比拟的。
纵观国内的皱皮柑产地，虽然决定皱皮
柑品质的热量资源丰富，但光照、温差
等影响品质的要素却不及汉江流域，其
口感也逊，所以发展安康的皱皮柑是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

一、安康市狮头柑及果业所面临的
问题

安康地处柑橘适生区的最北沿，为
次适宜区。 热量不足是最大的限制因
素。 多年的实践证明，在自然条件下适
宜栽植的柑橘品种很少，发展当地或者
同纬度地区的优良品种是正确选择。

旬阳狮头柑和紫阳金钱橘是一对
经过近千年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而保
留下来的橘、柑优良农家品种，在学术

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在生产上也独具一
格，富有特色种质优势。 但作为产业，却
存在种性不纯、品种单一、品种搭配缺
失等基础性、 关键性、 竞争性的问题；
2021 年狮头柑的滞销，表面看是西安疫
情影响和产量增加，深层次看规模太小
才是根源。 规模小是安康农产品竞争市
场最大的硬伤。 因为规模小，无法形成
产业的聚集优势，就谈不上科技的持续
投入，无从标准化、市场化生产。 因为规
模小， 就不能培育大企业来开发市场，
即使优良市场需求，却不能保障订单的
履约和批量稳定供应。 销售市场基本局
限于安康本地，极少量在外，销售主体
都是零散农户，且多是通过电商、熟人
渠道销售。 因为规模小，政府无法集中
财力孵化和支持发展，基本都是自生自
灭。

狮头柑如此，樱桃、杏子、拐枣、李
子、枇杷等优势水果无一不是如此。 近
年来迅速发展的猕猴桃、 软籽石榴、葡
萄、山楂、李子、火龙果、大樱桃等，除了
岚皋、 汉阴的猕猴桃在政府主导下发
展，其他无一不在盲目中推进，选项错
误、品种不对路、技术缺乏等前提条件
不足，使很多投资血本无归，浪费了大
量的土地、人力、资金等社会资源。

二、安康果业的出路
水果是百姓餐桌消费价值最高的

食品。 果业也是农业最为高效的产业，
尤其在土地条件差、机械化难以发力的
山区，发展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
其是大量不宜粮油生产的山坡撂荒地，
只有发展木本果业才是有效出路。 我市
居民食品消费中，茶、肉、蛋、菜、油、薯、
粮自给率均在 30%以上，而水果恐不足
5%，本地市场的需求空间很大，这就是
安康本地水果价格奇高的主要原因。 安
康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果业发展奠定了
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气候条件，尤其
是猕猴桃、枇杷和地方特色品种，具有
十分良好的发展条件。

近年来，安康农科院立足国家基本
农田保护和安康自然优势及市场需求，

开展了安康特色水果种质资源的收集
保存与开发利用、山地果树栽培技术的
研究等，取得了一定进展，建立了猕猴
桃、狮头柑、金钱橘、荷包杏、枇杷等种
质资源圃，开展了新品种的选育，特别
是在猕猴桃育种与栽培方面成效显著，
育成了秦红、安鑫等新品种，制定了山
地生态猕猴桃栽培技术规程。 结合近年
的研究成果，就安康果业发展提出几点
建议：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发展特色。 汉
江流域、 秦巴山区是猕猴桃最佳适生
区， 具有生产高端猕猴桃的自然条件。
在海拔 400-1000 米的区域内发展猕猴
桃，发挥气候优势，重点发展高端优良
品种；在低海拔区域，通过嫁接改良野
生枇杷，发展山地良种枇杷；在汉江流
域海拔 400 米以下区域规模化、标准化
发展狮头柑和金钱橘； 在国道沿线、城
市周边、旅游景区周围，适度发展樱桃
园；在丘陵黄泥地发展高端翠李等。

科研先行，突出品种，生态发展。 根
据安康的实际条件，必须发展以质取胜
的高端果品作为发展目标。 特色产业最
缺乏以品种为基础的科技支撑，需把品
种研发放在首位， 加快筛选和研发，尽
快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结构，发挥
特色品种的市场潜力。 发挥生态环境的
优势，总结和研究建立山地果树的生态
栽培技术， 为生态果品生产奠定基础。
发挥市农科院的科研优势，采取科研与
县区技术部门、 重点企业的联合方式，
在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标准建立等方
面优先发力。

明确市场，规模生产，适度发展。 安
康的果业主要以填补市内空白为目标，
大宗特色品种面向市外市场。 在规模上
有大有小，猕猴桃作为高端市场的拳头
产品，适宜大面积发展，全市以 10 万亩
为宜，金钱橘、狮头柑按 5 万亩的规模
发展， 其他品种按市内市场需求发展。
同时，积极发展线上销售，发展远距离
市场客户。

1 月下旬， 本报对旬阳狮头柑滞销
的原因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
深入的了解报道。 作为我市的名优特
产，狮头柑滞销属于偶发事件，但放眼
全市，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基本上年年
都有。 从茶叶滞销到水果滞销，从蔬菜
滞销到禽畜滞销……丰产不丰收的情
况往往会导致农民一年的辛苦付诸东
流。 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成了解决农民收
入问题的关键。 如何才能把农产品卖出
去，怎样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要扩大知名度和销路，首先要知晓
导致农产品滞销的原因，农产品与其他
的产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存储周期的
差异，像水果、蔬菜等鲜货，如果没有及
时销售出去，很快就会坏掉，让农民遭
受损失。 其次，农民的分散式种植很难
形成集聚效应，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难
以让小摊贩式售卖的农产品长期畅销。
再者，信息不通和跟风种植也会让市场
出现供需失衡的情况。

在“十三五”期间，我市大量农产品
层出不穷，以往单薄贫瘠的产业呈现多
点开花的局面， 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

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向小型化、特产化
和精致化的方向转变。

目前，我市产业集聚效应已慢慢形
成，电商物流通道也在逐步打通，以狮
头柑为例，通过网络物流途径，产品从
本地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但围绕化解
市场风险，提高综合效益仍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好在当地政府已经清晰意识到
了短板，围绕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往品
牌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力。

安康优渥的自然生态赋予了农产
品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利用好资源禀
赋，让地方农土特产出山进城，需要政
企农三方促进。 农民要形成“以优发财”
的思路，用优质优产淘汰劣质品种和落
后的生产技术， 相关部门也要把引进、
选育和推广优质农产品作为抢占市场
的重要策略， 企业要发展农产品加工，
积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不断引
进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产出率，用集约
化、规模化经营着力降低产品的生产成
本，求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农
产品品质不断提质升级，其消费需求的

多元化也决定着生产品种的多样化，多
品种化策略可满足多层次消费者的不
同需求。

无论狮头柑还是猕猴桃，抑或茶叶
魔芋、核桃板栗……我市所生产的大量
农产品还是以本地销售为主，在消化量
有限的区域， 要推进名优特产上高台，
就要积极树立大市场观念，借助互联网
渠道打破区域壁垒，立足本地，拓宽外
围，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在拓宽市场
同时，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形成产供销
一体化的闭环， 让农产品走向精细化，
加工多种多样的特色产品，延长产品的
销售周期，争取更高的投入产出比。

“十四五”期间，以产业兴旺为核心
的乡村振兴战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
的重中之重，农产品作为最终变现的主
要因素，其市场表现不仅关系着农民的
收入， 更决定着乡村经济发展的命门。
要做好农业，就要在产业推广、产品销
售、产品保障上下大功夫，只有根基打
得牢固，不断推陈出新，适应市场，才会
在一次又一次风浪来袭之际，经受住考
验，换来行稳致远的长效利益。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
报也，永以为好也！ ”先秦时期，人们
通过木瓜与琼琚的互换来表示永恒
爱情传递。时间流淌到今天，“木瓜”
和“琼琚”仍然是汉水流域陕西白河
独一无二的两个自然瑰宝 ：“木瓜 ”
即今天白河漫山遍野的光皮木瓜 ，
盛产于白河月儿潭的绿松宝石可视
为“琼琚”。 然而，历来作为县域“八
大产业 ”之首 、主导产业之一 ，被誉
为“中国光皮木瓜之乡”中国最大的
光皮木瓜生产基地和中国生态富硒
木瓜示范基地的白河， 无论从木瓜
产品研发、市场价值定位、品牌宣传
推广都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在笔者
看来 ， 与我市其他县区的魔芋 、枇
杷 、狮头柑等同为 “地理标志产品 ”
相比， 作为一项强县惠民产业来看，
白河木瓜一旦把握好供求关系及市
场导向，处理好产品品质和销路等系
列问题，就可以避免走狮头柑走过的
弯路，从而拥有后发优势。 笔者试着
从白河木瓜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和建
议上探讨一二。

一、木瓜产业发展定位有待商榷
安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药

产业发展，将其作为全市构建绿色循
环产业体系的支柱特色产业和助推
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产业，抢抓中国
药科大学帮扶契机，努力打造特色生
物资源加工基地，积极推进中药产业
加快发展。 在安康市《关于加快推进
中药产业发展的意见》和《陕西省中
药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0 年）》等
一系列意见规划中，木瓜作为药材名
列其中。从历代古籍药典中光皮木瓜
也始终作为中药药材配伍。木瓜作为
药食同源的一种植物果实，在市场定
位及产业发展价值研发上到底是走
药品发展道路还是食品发展道路更
加惠民利民，值得当地政府和相关企
业人才共同探究。

二、 木瓜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力
度有待加强

白河木瓜种植园区不断增大 ，
但木瓜企业普遍存在 “散 、小 、差 、
弱 、乱 ”等现状 ，企业存在对木瓜需
求量少、品质要求高、回收价格低等
一系列问题， 从而也造成农户对木
瓜存在挂果不收、廉价不卖、树多不
管、 听天由命的消极状态。 所幸的
是，县上已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在着
力解决推进。2021 年 9 月，由白河县
林业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面向各
镇联合印发了 《支持木瓜全产业链
产业发展奖补办法》（试行），文件奖
补政策措施从白河木瓜研发和品牌
打造奖补、 标准化生产和效益提升
再到绿色标准化基地建设， 每一项
奖补都有详细的裁量范围和项目验
收资金兑付办法 。 2022 年 2 月 10
日，白河县委办、县政府办又印发了
《关于成立八大产业链和八大园区
领导小组的通知》，八大产业中每一
项均有县级领导为链长和组长 、相
关部门为成员的工作组专门共同指
导研究各项产业发展， 其中就有木
瓜产业链。 笔者认为，白河木瓜要快
速做大做强还需政企联智， 从木瓜
产品市场研发及需求上做调研 ，从
提升产品品质和种类上下功夫 ，从
产品品牌包装及宣传营销上做文
章， 鼓励引导企业主动在市场风浪
中搏击成长，不断提升竞争力、创新
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三、 加大木瓜系列产品的顶层
设计与市场需求

当前， 在行政主导下的招商扶
贫项目多倾向于关注企业投资规
模、厂房设备生产线投资、劳务用工
人数等有形状态， 忽视了政企联智
和谋发展才能服务基层群众做大龙
头企业的共赢理念， 缺乏共同做好
产品市场分布规划、 产品消费用户

群体分析、 产品种类竞争格局和产
品组成结构的前期研究， 造成了企
业产品市场认可度低， 生产出来的
木瓜产品与市场的供求关系不明
显， 群众依靠木瓜产业增收致富无
望 ，逐步形成园区撂荒 、企业亏本 、
政府爱莫能助的下行走向趋势。 为
此， 笔者建议政府应该更加重视木
瓜产品的研究和人才培育， 在针对
木瓜产品的工业化上， 应该加大项
目资金和政策扶持的力度。 形成以
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
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
新研究体系和研发机构， 引导企业
加大创新投入， 提高研发经费占企
业销售收入的比重， 引进和培养专
业化高素质人才， 为木瓜产业做大
做强提供坚强保障。

四、在宣传推广上下功夫
在汉水流域，白河县自古就有野

生木瓜，且区域内分布广泛，是土树
种之一，也是目前整个汉江流域乃至
中国光皮木瓜植株面积最多最广的
地方。 截至目前， 白河全县 11 个镇
113 个行政村累计发展木瓜面积 14.2
万亩，每个镇分别建成了 100 亩木瓜
连片种植示范点 15 个， 落实规范化
管护面积 2970 亩。 实际在业经营以
木瓜为主的企业仅 8 家，其中生产木
瓜酒 4 家、木瓜醋饮 1 家、木瓜果脯
小食品 1 家、木瓜泡脚粉 1 家和木瓜
酵素提取物 1 家。 其中白河逸酒酒业
有限公司的逸牌木瓜酒荣获 4 届陕
西名牌。 但在市场份额上均为小众产
品，作为地方土特产点状销售，广告
宣传方面基本空白。

笔者认为 ，手里抱着 “遗珠 ”瑰
宝，既有“木瓜”又有“琼琚”，白河可
顺势打好这张牌，借力悠久传统，把
传统种植优势和现代生产技术结合
起来，做大做强木瓜产业，展现“中国
光皮木瓜之乡”的魅力与实力。

从旬阳狮头柑看安康果业优化发展
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张文慧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农产品的销售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销售渠道则
是影响农户收益的核心问题。今年年初，旬阳狮头柑出现滞销现象。虽然最终在社会各界积极响
应倡议下，多方共同努力帮助柑农销售狮头柑，暂时缓解了滞销现状，但这也反映出，农产品销
路窄、销售难已成为目前农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事实和难题。本期，我们邀请各方人士围绕安康
本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共同关注如何提升品质，拓宽渠道，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让农产品卖得
快、卖得好。

光 皮 木 瓜 兴 白 河
纪昌鑫

名优农产优在产业链优在市场链
记者 罗伟

现实中，产品与需求信息不对
称，可能导致销路打不开。 有的产
品很好，但找不到诚意买家；有的
需求很大，但难寻优质产品。 这样
的矛盾如何化解？海口市琼山区甲
子镇有一批特殊的工作人员———
“乡村买手”。 他们走村入巷，遍访
优质农产品， 对哪里有好产品、何
时上市、产量多少了然于胸，同时
依托电商平台等资源，及时精准地
为农产品找到销路，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一做法，
引人思考。

打开销路， 先要转变观念，树
立“跑”的自觉。 随着时代发展，城
乡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但在产品
与市场之间， 依然存在着信息错
位、沟通不畅等现象。也就是说，即
便农产品品质再高、再优，如果没
有做好传播，恐怕也很难找到好销
路、卖出好价格。在海南农村，规模
农业较少，散户经营较多，倘若不
主动找寻市场，很难及时实现价值
兑现。因此，要像“乡村买手”一样，
牢固树立市场及销路意识，多一些
主动找寻市场的创新、尝试，努力
把销路跑出来。

畅通销路， 也要用心感知，突
出“特”的优势。 眼下，“直播带货”
势头渐起，不少明星、网红、地方干
部纷纷出镜， 积极为农产品做推
广。 这是为农产品打开销路的好
事，可是在具体操作中，这种带货
方式也暴露了一些短板和不足。 比如，主播对农产品
不了解 、产品质量难保证 、售后服务跟不上 ，等
等 。 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对所推农产品品质和特色
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 让农产品销售走得更远，还得
像“乡村买手”那样，多下一些笨功夫、实功夫，经过
认真细致的考察甄选， 把真正的特色优质产品推广
开来。

农产品销路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产业转型，影
响着农村发展后劲。 无论是“乡村买手”，还是电商促
销，抑或“直播带货”，背后的农产品销路，都是主动
跑出来、找出来的。 当然，打开销路，归根结底还是要
看农产品的品质。 为此，在优胜劣汰的销售模式中，
应当积极引导农户转变经营观念、革新种植技术，培
育更多优质农产品， 努力在扩大销路与提升品质之
间形成良性循环。

拓宽视野、主动作为，在跑市场与找产品中打破
信息壁垒，实现农户与市场的精准对接，就一定能够
打开农产品销售的潜力空间，为“三农”发展带来广
阔前景。

（源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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