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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玫瑰、秋月梨、软籽石榴等一度
依赖进口的高价水果，已经基本实现了国
产化。今年6月，三亚榴莲经过多年培育也
即将上市。国产水果不仅品质优良、品种
丰富，价格也十分亲民，在各地商超、农
贸市场、夜市的摊位上随处可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
费国，目前，我国水果总产量近3亿吨，人
均占有量在 200公斤以上。“洋水果”有了
国产平替，曾经的“舶来品”是如何走入
寻常百姓家的？未来如何继续实现“国产
水果自信”？

让国产水果唱主角，首先要从思想上
摒弃传统“撮堆卖”的理念。“宁吃好桃一
个，不吃烂桃一筐”，现在的市场中，高品
质的水果不仅要好吃，还要安全、好看、

有风味，已远远不是从前薄利多销的思
维。看别人种什么自己就盲目种什么，只
会导致与市场脱节，造成产能过剩。国产
水果要在品质口感上下功夫，从田间地头
到摆上人们的餐桌，水果生产的每一个环
节都应精细化管理、严格把关，做到全流
程品控。

提高国产水果品质，技术手段必须跟
上。互联网上，不少果农纷纷晒出自己花
式种果的好法子：用塑料薄膜覆盖树冠防

止柑橘受冻、将西瓜挂起来种在半空中提
高抗病率、在夜晚模拟太阳光促进火龙果
生长发育……高手在民间，专家在身边，
品种引进后如何实现本土化栽培，如何加
强果树育种研发应用？国产水果在种植技
术上大有可为。此外，水果作为一种不耐
保存、有时节性的产品，运输过程中也需
要科技护航。加快补齐“最后一公里”冷
链物流设施短板，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水果
运输后的损失，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的都

是好果。
实现国产水果“升级”，品牌塑造必不

可少。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600万家水
果相关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打造品牌是破局之道。去年，农
业农村部印发了 《农业品牌打造实施方案

（2022—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重点
培育300个精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带动
1000 个核心企业品牌，3000 个优质农产品
品牌，并强调要加强品牌文化赋能。国产

水果应抢抓机遇，盘活地域品牌，找准核
心卖点，突出差异化优势，为水果贴上独
特的品牌标签。

随着消费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水果产
业精品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期待原本属
于进口水果区的产品能越来越多地不断出
现在国产水果区，期待更多国产水果品牌
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让 国 产 水 果 占 主 角
刘温馨

进口水果实现国产化

走进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世界热带水果之窗”
基地，冰淇淋果、黄金火龙果、西非牡蛎瓜等新奇水
果不胜枚举。他们原产自中美洲、南美洲、非洲等
地，漂洋过海来此安家。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海南最具特色和竞争优势
的产业，是海南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世界热带
水果之窗”现代农业产业园，集进口水果引进选育、
示范种植、科普观光为一体，是琼海市打造国家农业
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的重点项目，由海南盛大现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目前，项目已累计引进冰淇淋
果、手指柠檬、燕窝果、马梅果等 500 种水果，其中
350多个品种已试种成功，20多种水果实现产业规模化
种植。

“仅 2023年至今，基地就引进了帝王椰枣、暖通、
玲珑、通临宗、萨利卡榴莲等30个品种。”海南盛大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德朕介绍。

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洋水果”也在此生
根发芽。记者走进位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华晓农
业种植有限公司阳光玫瑰葡萄基地。运用秸秆生物反
应堆技术改良过的土壤肥沃丰泽，片片嫩绿的叶芽正
一点点爬上葡萄藤。公司负责人吴华平介绍：“通过将
专用降解微生物菌群接种在秸秆中发酵分解的方式，
我们最大程度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不仅能为
阳光玫瑰提供营养物质，还能提高阳光玫瑰光合作用
的效率和抗病能力。”

原产于日本的阳光玫瑰，凭借其甜脆的口感广受
市场欢迎。作为目前中国引进的单亩效益最高的农作
物之一，阳光玫瑰成为越来越多种植户的选择。2016
年，吴华平从大理宾川、石家庄等地引进阳光玫瑰苗
木，利用种植过程可视化、设施农业、根域限制等现
代化规模种植技术进行培育。

“这类引进品种的种植除了需要做好田间管理，
还要种植者按照严格的标准来执行，才能种出更高
品质的水果。”吴华平表示。每颗果实要在 15 克以
上、果实颗粒得基本一样大、头果尾果甜度相差不
能超过 1 度……按着这些标准，吴华平种出来的阳光
玫瑰个大饱满、皮薄肉厚，不仅口感甜脆，还获得绿
色食品A级产品认定。

中国“洋水果”走出去

事实上，想要在本土种植出高品质的外来水果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良好口碑的背后，吴华平没少
下苦功夫。

2014 年老家土地流转，身处广告行业的吴华平毅
然选择返乡，最开始种起了红提，跨行做起了农民。
本以为只要凭借当地黄棕壤透气性强、肥力高的优势
就能种出好水果，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最开始的时候跟着别人搞露天种植，结果一下雨
就得打药，一打药葡萄就死。”面对葡萄挂果率、成活
率日渐低迷的问题，吴华平迫切地想要提高自己的种
植技术和经验。

通过上网学习查阅资料，吴华平联系到专家进行
技术指导，并且去到山东的种植基地跟着农户学习。

“亲自看了才知道为什么人家能种得好，我们之前的种
植方式太粗放了，良好的种植环境才能结出好的果
实。”学成归来，吴华平开始改良土壤、搭起大棚，下
决心走一条高品质的种植道路。

好土壤有了，还要选个好品种。作为引进品种，
阳光玫瑰市价好、效益高，成为了吴华平的首选。洋
水果的引入种植不代表着完全的复刻模仿，本土化的
发展不仅能让水果适应当地市场，更能在口感品质上
取得突破。

“绿色有机不仅是本土化的法子，还是特色化的法

子。不仅种植环境要绿色有机，果实的品质也要绿色
有机。”吴华平说。

阳光玫瑰的挂果期为3年左右，3年试种期里，吴
华平不断改良土壤酸碱度，引入微生物防治手段，摸
索着自己的种植之道。

“当时大家都说种阳光玫瑰赚钱，可要种出高品
质，赚钱就不是最先要考虑的了。”吴华平表示，有机
肥、水土改良等投入，使得绿色有机的种植成本比常
规种植方式高出了100%到200%，价格却只能高出20%
左右，甚至在果实大小外观上有时还不如常规种植个
头大。

投资和回报不成正比，为何还要坚持做绿色种
植？“消费者亲自尝过就知道分别。老百姓吃到嘴里的
东西，安全放心是第一位，我相信把口感品质守住
了，效益会越来越好的。”吴华平说。

在中国企业的不懈努力下，国产“洋水果”以其价
廉物美的特点，获得国外消费者的青睐，中国“洋水
果”开始“走出去”，供应海外市场。

个头仅有手指般大小、果肉如鱼子酱的手指柠
檬，是“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里的“明星”水
果。这种原产地大洋洲的柠檬，颜色多样、香气独
特，同时口感特殊、营养价值高，备受全球高端餐饮

市场青睐。
“我们最早是引进做选育，后来由于品质好、产量

高，又由进口转出口。”盛大农业行政副经理李圆说。
2019年，基地种植的手指柠檬获得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银奖；2021 年，获中国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认
证、全球良好农业 （GGAP） 认证 （欧盟认证）。

如今，“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已取得出口备案许
可，与欧盟中国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定向出口
手指柠檬，同时还向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输出
优质种苗 2000亩，成为手指柠檬在亚洲的最大种植供
应地。

技术研发助力本土化

坚持技术研发是国产“洋水果”保持高质量的
秘诀。“我们一直采用绿色食品标准种植”——这句话
被印刷在华晓庄园的包装盒上。通过与曲靖应用技术
学校合作，阳光玫瑰基地逐步配置了传感器、土壤墒
情站等大棚环境监测设备，通过冷链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及溯源平台实时管理。

“我们还采用了信息技术，每串葡萄上都贴有溯源
码，拿手机一扫就能验真伪，还可以实时观测大棚里
的情况，从土壤天气到施肥挂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吴华平说，“把品质做上去了，口碑自然也会上去，消
费者也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除种植之外，还肩负着
引育研发种子种苗的任务。眼下，热带水果研究中心
的2个实验室初步装修完成投入使用，与上海科学院针
对牛奶果等产业化的全面合作已正式开展，同海南大
学合作的全球热带水果数据库项目完成120多个品种基
因测序工作、新品种开发利用项目完成150个品种分类
工作。

基地种“洋水果”种出了效益，也带动着当地百
姓致富增收。“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下，基
地提供种苗、技术，农户负责种植，到收获季再由基
地统一收购、销售。”李圆介绍，目前，全省总计推广
种植燕窝果、手指柠檬、冰淇淋果等热带水果达 3 万
亩，其中琼海市推广面积约 5500亩，大路镇推广面积
超过3000亩。

如今，“洋水果”不仅能吃得着，还能看得见。一
些种植基地开辟了游客采摘的业务，既带动了企业增
收又塑造了品牌形象。

吴华平将庄园采摘作为重要的销售途径。“以前我
们把包装和水果给了批发商，结果出现了用一般品质
的阳光玫瑰套用我们包装盒的情况，这样不仅损害了
消费者的权益，也让我们品牌的名声受到影响。”吴华
平说。

在吴华平看来，种植不仅仅是农田里的技术活，
还是品牌塑造的大工程，不但需要守住品质，还要守
住口碑。在每年8月阳光玫瑰成熟后，吴华平都会邀请
周边的居民游客走进庄园亲自采摘品尝。

去年，“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在琼海市开展集
体经济500亩新品种水果种植合作项目。如今，会山镇
牛奶果现代产业示范园项目、会山镇世界释迦主题基
地项目、阳江镇龙山黄晶果示范基地等项目已全部种
植完成，大路镇树葡萄主题园完成定植及正常养护管
理中，4月份可供游客进行采摘。

吴华平雄心勃勃，正向下一个目标前进。如今，
他的种植基地里又新种下了 7 亩新品种“妮娜皇后”
葡萄，“这种葡萄带有一种独特的酒香，种下去之后
还需要 3 年时间挂果，经过本土化的种植，这些原本
身价不菲的‘洋水果’也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的平价水
果！”吴华平说。

榴莲这一曾经主要依赖进口的水果，也将实现国
产化。“从前中国种不出榴莲，今年我们选育的果树已
经开始挂果了，预计会在 5 月末至 6 月初成熟。”赵德
朕告诉记者，“未来，将有越来越多此前只能依靠进口
的水果实现本土化，变成我们中国自己的水果。”

坚持本土化种植，加强技术研发——

““洋水果洋水果””在在中国中国安了家安了家
本报记者 沈靖然 孙海天

果肉如鱼子酱的手指柠檬，兼具桃、杏、哈密瓜、樱桃口味的
马梅果，葡萄中的“爱马仕”阳光玫瑰……近年来，许多进口高端
水果实现本土化，被越来越多的国人品尝。洋水果的国产“平替”
口味如何？企业和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本报记者试着为您
解答。

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内硕果累累的黄金木瓜树。 受访单位供图

湖南省桂东
县 沤 江 镇 侃 大
村 醉 氧 果 蔬 采
摘园新品种试种
大棚里，热带水
果番石榴挂满枝
头，村民正在查
看番石榴的生长
情况。

邓仁湘摄
（人民视觉）

中国（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交易会上，
观众参观“世界
热带水果之窗”
展台展示的热带
水果。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云 南 省 曲 靖
市麒麟 区 农业综
合 科 技 示 范 园
内，工作人员正
在将采摘下的“阳
光玫瑰”葡萄进
行 打 包 、 装 车 、
发出，现场呈现
一派繁忙的丰收
景象。

刘武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