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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是巍峨的高黎贡山，脚下是奔腾的怒江，高海

拔、好生态，造就了云南省保山市小粒咖啡的独特品

质。春分时节，咖啡的幽香弥漫在保山市隆阳区芒宽

彝族傣族乡丰收咖农的家中。

这个种咖啡的好地方，也是怒江雪林农产品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树林的家乡。2009 年，胡树林返

乡创业，从卖豆、制豆再到种豆，见证了当地咖啡产业

的发展。眼下，他正积极探索从生产商品豆到生产精

品豆的转型之路。

卖 豆

“面对价格涨跌，把目光放长远些”
2009 年，胡树林中专毕业，决定返乡创业。听闻

儿子的决定，父亲胡跃华坚决反对：“趁着年轻，应该先

去外面历练。”胡树林也犟：“咱保山实现咖啡产业化这

么早，何愁干不成一番事业？”

家里种了近 20 亩咖啡，管护采摘的活不少，胡跃

华带着胡树林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论种植，还是父

亲更有经验。但在销售方面，我有想法、敢闯荡。”胡树

林索性转向联系收购咖啡的贸易公司。当时市场上

“一豆难求”，听说胡树林能收来咖啡豆，外贸公司答应

预支货款请他代购。

“没占家里一亩地，比父亲赚得还多！”转手 300
吨，一公斤赚一两元差价，赚到“第一桶金”的胡树林有

些得意。但随后几年不断腰斩的咖啡期货价格，很快

让他没了脾气。

2013 年后，伴随国际咖啡主产区种植面积迅速扩

大，咖啡豆价格暴跌。收来的咖啡豆卖不出去，胡树林

欲哭无泪。

在父亲安慰之下，胡树林牵头成立合作社，拉着农

户抱团取暖。“父亲告诉我，面对价格涨跌，把目光放长

远些。”胡树林说。

在价格谷底苦苦支撑了 6 年后，国际咖啡期货价格再次起飞。随着国内

咖啡连锁门店逐渐向更多城市延伸，越来越多人有了品饮咖啡的习惯，胡树林

牵头的合作社销售额也慢慢爬升。

制 豆

“巴不得天天出去送货”
挂耳咖啡、速溶咖啡、精品咖啡豆……如今合作社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

不再是最初转售的咖啡生豆。

这样的转变，最初却是无奈之举——从农户手里收来的生豆卖不出去，时

间稍长就会发霉。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胡树林买来烘焙设备，自己烤豆。

长期以来，云南咖啡价格跟着国际市场走。云南商品豆种植成本相对较

高，当咖啡期货价格低时，国际采购商倾向于采购种植成本更低的大产区商品

豆。胡树林想到了一条新路子：外贸公司不收，咱就内销！

最初的客户，主要是咖农的客人。家中来客，咖农会给客人煮上一杯自己

种的咖啡，临走时再给客人送上几袋。上门要货的咖农越来越多，胡树林顺势

印制包装，靠着这种熟人传播，加工的咖啡豆慢慢有了稳定的客源。

看到希望后，胡树林先是带着产品去赶集，后来又沿着怒江河谷到商超推

广。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他现磨咖啡豆请商超工作人员品尝：“支持下本地

咖啡吧，只要店里摆上我们的产品，卖完了再付款都行。”刚开始一个店每月只

能卖出三四包咖啡，现在已经是成箱成箱地卖。“最盼的就是接到补货的电话，

巴不得天天出去送货！”胡树林说。随着怒江沿线旅游开发不断推进，合作社

的咖啡还成为特色旅游产品，被更多游客带到了大山之外。

经过市场的潮起潮落，如今的胡树林格外冷静：周边客户数量有限，要想

不再受制于人，必须不断拓展市场；而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要么靠价格

优势，要么靠品质。

“保山小粒咖啡的亩产量相对较低，如果做成普通商品豆出售，难以获得

市场竞争优势，出路一定是做精品豆。”胡树林分析，“小产区的精品咖啡豆能

单独定价，从而降低国际咖啡期货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

种 豆

“认准了这个行业，我就想长期干下去”
要想做精品咖啡豆，必须从源头把关。曾经不善于种豆的胡树林，2020

年开始再次回归咖啡园，除草、施肥、试种新品种，重新学习种豆。

要做自己的精品咖啡，首先要确保原材料供给。胡树林说：“认准了这个

行业，我就想长期干下去，没有一定面积的自有基地，就没法保证高品质的原

料，没有足够的高品质咖啡，就没法打开精品咖啡的市场。”

胡树林解释，商品豆销售主要靠批发，精品豆则要做零售，更加注重品

质。“好品质的第一关，就是好品种。”胡树林把自己流转来的土地作为试验田，

试种铁皮卡、黄波旁等更加小众的品种。

试种品种中，价格最高的是瑰夏，有的小产区一公斤咖啡豆能卖好几千

元。胡树林在海拔超过 1600 米的地方种了几亩，“能不能种出来？烤出来还

是不是原来的风味？能不能卖上高价？这些都不好说。试种其实是试错的

过程。”

早期试种的铁皮卡、黄波旁逐渐挂果，有些感兴趣的咖农上门要苗，胡树

林二话不说就赠送。相较产量更高、抗病性更强的卡蒂姆，铁皮卡、黄波旁对

田间管理要求更高。胡树林依托合作社加强对咖农种植环节的培训，尽可能

帮助大家降低风险。如今，合作社已有咖农 103 人，种植面积超过 1500 亩，销

售额达到 600 万元。

胡树林的想法和实践，跟云南省发展咖啡产业的思路不谋而合。2022
年，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关于推动咖啡精品

率和精深加工率提升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到 2024 年，实现全省咖啡豆精

品率达到 30%、咖啡精深加工率达到 80%，努力建成全球重要的精品咖啡

产区。

对于未来，胡树林信心满满：“只要种得好，就不怕合作社发展不好！”

下图：胡树林在进行直播展示。 杨 璇摄（人民视觉）

创
新
咖
啡
种
植
和
销
售
模
式
，带
动
农
户
增
收

大
山
里
种
出
好
咖
啡

本
报
记
者

杨
文
明

■人物故事·聚焦乡村创业R

赣 鄱 大 地 春 意 浓 ，江 西 省 多 部 门

加 紧 调 度 协 调 ，保 障 春 耕 备 耕 工 作 有

序开展。

九江市柴桑区，农技人员来到江洲

镇九号村查看小麦苗情长势，指导种植

户分类施肥，确保小麦长势均衡。目前

江洲镇 4 万亩小麦苗情长势较好，越冬

期一二类苗占比近 90%，高于常年。数

十公里外，德安县持续加强农资保障，

调 度 储 备 早 稻 种 子 20 万 斤 、化 肥 1000
吨、各类农药 20 余吨，并组织开展农技

指导、农机检修，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

电力是重要保障。国网江西省电

力有限公司科学调度，保障春耕用电需

求。国网南昌红谷滩区、新建区、进贤

县电力公司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制定

春耕保电预案，同时从线上收集、处理

灌溉用电业务需求，开辟春耕用电“绿

色通道”。

随 着 早 稻 陆 续 开 始 育 秧 ，江 西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加 大 政 策 扶 持 ，大 力 推 广

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应用。全省统筹下

达 1.3 亿元补助资金，加快水稻机械化

育秧中心和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建设。上饶市广丰区发挥农机合

作 社 优 势 ，集 中 为 农 户 开 展 机 耕 机 种

服 务 ；同 时 组 织 农 技 人 员 研 发 履 带 式

农机、小型农机，满足丘陵山区的农机

需求。

据统计，目前全省共调运、调配春

耕备耕农机具 28.37 万台套，指导农户

开 展 机 具 检 修 17 万 台 套 ，有 力 保 障 了

农户用机需求。

江西扎实推进春耕备耕工作

备农资 修农机 保供电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本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者韩鑫）

记者在交通运输部 20 日举行的专题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3 年，长三角地区港口

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70.4 亿吨、集装箱吞

吐量 1.1 亿标准箱，分别占全国的 41.5%
和 38.5%，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307 万标准

箱，占全国的 30%。我国港口综合效率

位居全球港口前列，其中上海港集装箱

吞吐量、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均连续

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作 为 畅 通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的 主 动

脉，长三角水路运输货物量占全国总量

的 50%。近年来，交通运输部门不断创

新海事服务，服务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成效明显。

聚焦高频办理事项，优化海事政务

服务。近期，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上线海

事通 APP，在长三角地区推出海事政务

服 务 事 项 的“ 掌 上 办 ”“ 跨 域 办 ”“ 无 感

办”。申请人可以通过 APP 办理首批上

线 的 12 大 项 、64 小 项 海 事 政 务 服 务 业

务，把以前在电脑上办的业务转移到了

手机移动客户端的“掌上办”，尽可能实

现“船舶不停航、船员不下船”就能办成

锚地申请、政务服务、远程处罚、信息查

询等政务申请事项，为船舶、船员和船公

司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打造智慧海事监管系统，有效支撑

海事安全服务。“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这一系统打破了船舶跨区域监管

的地理分割和行政壁垒，实现长三角安

全监管数据互融互通，能够全要素展现

长三角区域水上交通运输的态势，实时

呈现一线动态场景，实时感知重点船舶、

重点水域安全态势。”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新闻发言人、副局长鄂海亮介绍，目前，

系统已部署完成基础平台、数据看板以

及船舶安全等级标识、一次性船位报告、

船舶锚泊管理、“直进直靠、直离直出”等

业务功能模块，上线 20 项具体功能和 89
个功能点。

创新海事服务，降本增效显著。以

建设重点船舶“直进直靠、直离直出”绿

色通道为例，船舶信息会在船方、港方、

海事部门之间一体化流转，船舶航行计

划、靠泊计划、离港计划实现无缝衔接，

从而实现重点船舶的“一次申请、一程进

出”。据测算，一艘享受“四直”通道的船

舶平均每航次可节省运输周期 4—8 小

时，节省燃油 2 万元，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8 万元，同时还能给码头作业效率带来

5％左右的周转率提升。

据介绍，目前海事通 APP 已把长三

角区域 295 个锚地、6855 个锚位纳入系

统，后续将纳入更多锚地锚位。船方在

APP 上便能一屏全景查看长三角地区锚

位使用情况，也可根据作业计划和锚地

空余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锚地抛锚，不

仅能提高锚地利用率，还可提升船舶运

行效率，降低营运成本。

上图：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

蒋晓东摄（影像中国）

制图：汪哲平

去年长三角港口货物吞吐量超 70亿吨
占全国的 41.5%

本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据初步统计，2023 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 46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 417.2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 13.8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保

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29.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

去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460万亿元

去年开行数量达 1006 列，同比增长 25.6%，去程班列开行频率达

每天 1.1 列，回程班列月均开行量近 50 列……自山东省济南市开行

中欧班列以来，截至 3 月 15 日，已累计发送 3464 列。

据统计，济南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达 14 条，形成了多口岸、多线

路、多目的站点的国际多式联运物流体系。班列通达俄罗斯、白俄罗

斯、波兰、德国、塞尔维亚、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形成东、中、西三通道

发运和往返双向开行的模式，货运量由 2017 年的 0.38 万吨增至 2023
年的 97.53 万吨，进出口货值由 2017 年的 0.23 亿美元增至 2023 年的

11.8 亿美元。

目前，济南中欧班列开行量居全省首位，通过中欧班列进出口的

外贸企业突破 3000 家，30 余家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贸易、跨境电商和

国际物流企业在济南落地。今年以来，济南中欧班列相继开发豌豆、

荞麦、小麦粉等多种新货源，回程班列货源结构不断丰富，拓展至粮

食、资源、农资、农产品、酒水等五大类近 20 种品类。同时，为服务省

内大型企业，济南组织定制班列和公共班列，开行定制化专列 46 列。

截至3月 15日

山东济南中欧班列累计发送3464列
本报记者 王 者

春回大地，生机勃勃。北京市平谷

区的田间地头，机声隆隆，旋耕机、平地

机等大型农机正在作业，一幅春耕画卷

徐徐展开。今年以来，平谷区坚持“早”

字当头，集成良田、良种、良法、良机等，

积极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

建好良田助春耕。当前，为进一步

提升耕地地力水平，平谷区大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促“粮”田变“良”田。通

过开展田块整治，平谷区深耕深松农田

土壤，施用高标准有机肥，有效改良土

壤、培肥地力。“我们通过实施灌溉与排

水、田间道路、农田电力等工程，全面升

级农田硬件设施。”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王振宇说。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1.6
万亩高标准农田开工建设。

选育推广优新品种。走进位于平谷

区的友兴缘农资经营部，只见店铺和仓

库内摆满了种子、化肥等农资，农户们一

边向工作人员询问价格，一边细心听取

种子的分类及各自种植优势。依托“博

士农场”，平谷区选育了荞麦、旱稻、鲜食

玉米、优质生菜等多个粮食蔬菜优新品

种，目前已储备春播良种 260 余吨。

科学有效春耕春管。在峪口镇兴隆

庄村的桃树大棚里，农户正在精心打理

果树。“我们通过高效设施农业栽培技

术，让桃花在 2月盛开，4月就能采摘鲜桃

抢‘鲜’上市。”农户陶桂云解开桃袋展

示，桃果已经有手掌心大小了。为帮助

农户更好掌握技术，平谷区组织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节水栽培、合理用

种、一喷三防等农技服务。截至目前，当

地已组织技术人员下乡指导 160余人次。

北京平谷区积极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

建良田 育优种 送农技
本报记者 潘俊强

本版责编：林 琳 吕钟正 林子夜

本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者李晓晴）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日前在京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 2024
年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

会议强调，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必须确保种子、肥料、农药等农业生

产资料质量。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农资购买高峰期，要迅速开展农资质

量大排查，及时发现问题，严格整治不合格产品。切实加大执法办案力

度，针对“忽悠团”进村兜售化肥和网络越区违规售种两个问题扎实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发挥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形成各司其职、分兵把守、

密切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壮大农资打假声势。

七部门部署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

日前，在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的凯盛新材料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挑灯夜战，确保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

近年来，宿城区聚焦重点产业链培育，确保落地项目尽快开工，开工项目尽快投产，扎实推进新材

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产业发展壮大。 陈少帅摄（影像中国）

胡树林，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人。2009年中专毕业后，他返

乡创业，之后牵头成立怒江雪林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咖啡产业，

带动百余名社员种植咖啡，年销售额达 600万元，促进农户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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