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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王牌
推动榴莲全产业链发展

不久前，保亭出台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推进全县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
质导向，增强农业产业发展后劲，红毛丹、菠萝蜜、百香果、榴莲等七
大农业主导产业成为方案中的亮眼部分。

如何打造榴莲这一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王牌”？保亭通过加
强政策扶持，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榴莲产业发展体系，着力
做大做强榴莲产业和榴莲品牌。

要想实现榴莲的“国产化”，开展优质品种选育十分重要。在三道
镇华盛红毛丹基地，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牵手该基地，
开展“榴莲优质品种资源引进及海南区域性种植适应性评价”项目。

如今，保亭热作所建设了500亩的榴莲示范基地，在收集种质
资源基础上，积极筛选评价适合当地生长的榴莲品种。并计划着手
建设高标准母本园、榴莲种苗繁育基地及配套设施，从源头保障产
业健康发展。

榴莲同样是引领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近年来，保亭借助协会、
合作社等平台，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到榴莲种植中来，例如召开多次
榴莲种植现场观摩会，开展榴莲种植管理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多
形式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推动标准化种植。

生猛的外表，香甜的内心，榴莲背后蕴含着的风情文化，同样大
有“文章”可做。保亭谋划培育一批榴莲主题乡镇和美丽乡村，打造
集产品加工、农事体验、众筹认养、文化传播、旅游观光、科普教育、
休闲度假、产品展销等于一体的榴莲特色主题产业园区，并以品牌
讲好本土榴莲故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如今，保亭65岁榴莲母树就位于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
心内，该项目规划占地面积3万亩，分为资源中心、科创高地和产业
样板三期。目前，该中心种植91个科557个品种的精选植物，将进
行保存、开发、试验试种、研究创新。同时，中心也为保亭新增了一
处特色旅游景区，通过结合自身特点完善旅游产品特性，丰富旅游
产品内容，推动农文旅高质量融合。

为了促进热带水果行业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国际
交流等，保亭还与海南大学、海垦集团合作，谋划推动海南大学热带
水果学院筹建工作，致力打造集教学、科研和成果转化一体化的热
带水果科教基地和现代产业学院。 （本报保城12月7日电）

依托气候和种质资源优势，探索“国产榴莲”产业化，着力做强榴莲品牌——

保亭：用心讲好榴莲故事
培育优品种

农企龙头为农户当“参谋”

“黄老师，前段时间种下的榴莲苗木存活率不高，你可得帮我
‘把把脉’。”近日，金江农场十一队农户廖旺来到新政镇番坡农场标
准化榴莲种植基地，为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今年，他
种植了40亩榴莲。

廖旺口中的“黄老师”是该基地的技术管理人员黄轮，也是海南
省鸿翔农业集团优旗投资有限公司保亭区域榴莲生产总负责人。

“榴莲树怕水淹，不能在易积水处挖土坑直接种植，而是要起土堆
……”黄轮耐心向廖旺解答技术难题。记者注意到，在近800亩的
种植基地里，榴莲树长势良好，智慧化管理设备齐全。

据了解，该企业是一家科研引领的农企，在深度调研后，决定发
展榴莲产业，推动榴莲一二三产融合。企业密切对接种植技术专
家，通过稳步推进种植研究，基本摸索出一套国产榴莲的种植管理
经验，目前在三亚、乐东、保亭、陵水四地均有建设标准化榴莲基地。

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保亭完成标准化榴莲基地建设1850亩，
包括猫山王、金枕和黑刺。“保亭的湿度很适合榴莲生长，我们将发
挥在品种培育、技术支撑上的优势，积极培育种植优质良种。”海南
省鸿翔农业集团投资拓展总经理高德良说。

龙头企业不仅为产业注入了动力，也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农
户真真切切看到榴莲能种，自己也有了信心。”高德良介绍，近年来，
企业分批次向当地农户赠送榴莲苗木，并开展技术培训和管理指
导，让种植户们边学边种。

“榴莲基地大门常年打开，农户有问题就直接到地里来问。”黄轮
说。记者注意到，眼前坡地上的榴莲幼苗都住上了一个用杆子和黑
网搭建的、三面开口的“遮阳房”，“刚移栽的幼苗前几个月都要搭建

‘遮阳房’以避免暴晒而缺水。”黄轮解释，榴莲种植对水量的控制很
严格，要进行精细化补水，该基地还利用树皮为土壤进行保湿。

为了提升榴莲鲜果的品质，鸿翔还研究制作鱼蛋白生物有机肥
和植物蛋白肥料，在肥水管理、栽培模式、病虫害防控上下功夫。

如何让农户能够安心种，放心挣？该企业着力打通榴莲产销全
链条。“农户可以利用庭前屋后闲置土地种植或者槟榔地套种。”高
德良介绍，企业计划与保亭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万亩产业
园区落地，以一二三产融合项目延长榴莲产业链，提升农产品价值，
助推当地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站在树下，循着魁梧通直的树干向上望，近圆球形的树冠凌空展开，日光从枝繁叶茂的缝隙间洒落……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
中心，这棵高约15米的榴莲母树是名副其实的“镇园之宝”，它今年65岁“高龄”，已成为我国现存最年长的榴莲树。

从20世纪漂洋过海扎根保亭，经历数次台风依然矗立，再到“空窗”多年后重新挂果，榴莲母树历经沧桑，却仍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近年来，“国产榴
莲”产业持续探路，这棵古老的母树无疑是品种选育的优良母本。跟随海南日报记者的步伐，了解这棵榴莲母树的“前世今生”。

65年前，一棵榴莲种苗漂洋过海扎根保亭——

榴莲母树的

安家保亭 生命顽强

榴莲，这一外表坚硬凶猛的热带水果，以独特的风味和口感深
受广大食客的喜爱，产地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海南的气候条件与榴
莲主产国泰国、马来西亚相似，具有种植榴莲的先天优势。“洋水果”
如何来到中国安家落户？时间要溯回至20世纪50年代。

1958年，海南农垦系统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保亭热
作所）科研育种人员从马来西亚引进榴莲实生苗，因数量极少、引进
种苗稀贵，便作为资源保存，种在保亭热作所植物园里。

榴莲初来乍到，受限于种植技术、品种选育桎梏等因素，多年来
研究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存活下来的仅一株。如今，这株“独苗”榴
莲已走过65年的风雨，高大魁梧地矗立在园中，成为标志性景观。

“母树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生产
技术部主任黄勇芳在保亭热作所已工作多年，见证了榴莲母树近一
半的“树生”。“看到树冠下那道‘伤疤’了吗？那是三十多年前遭遇
雷击形成的树干中空。”顺着黄勇芳手指的方向，长约70厘米的条
形口子映入眼帘，定格下那段坚毅的岁月。

不仅如此，榴莲母树在漫长的生长期中，还经历大大小小的台
风，均未对其造成致命伤害。1973年至1974年，海南还经历了严
峻的寒害，榴莲母树也“挺了过来”。“榴莲母树表现出较好的抗风性
和抗寒性，这对选育适宜本地的优良品种有很大的意义。”保亭热作
所有关专家表示。

历久弥新 助力育苗

榴莲母树克服了“水土不服”，重新挂果，再次证明保亭热作所
植物园一带气候土壤适宜榴莲树种植。这棵早于国际植物新品种
保护联盟成立前引进的母树，可作为榴莲品种选育的优良母本，选
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榴莲品种。

当前，崔志富正牵头一项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对榴莲开
展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以及本土化育苗技术研究。

“我们准备以榴莲母树为母体，通过杂交等方式选育出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榴莲品种。”崔志富透露，除了植物园有不同树龄的榴莲
树，保亭热作所还建设了500亩的榴莲示范基地，正积极筛选评价
适合海南当地生长的榴莲品种。

据悉，整个基地包括榴莲品种试种示范基地350亩，种苗基地
50亩，种质资源圃及采种基地50亩，试验基地25亩，共享榴莲园
25亩，目前榴莲苗木长势良好。基地旨在筛选出适合海南本地生
长的榴莲品种，同时研发配套的栽培技术。

今年9月，由海垦集团和保亭联合打造的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
博览中心正式开园，博览中心一期引进收集的全球热带水果种质资
源，为热带水果资源创新利用提供了保障。

在满园新奇的博览中心园内，榴莲母树的身姿吸引着游客们的视
线。它用茂密的叶片、粗壮的树干、粗粝的树皮，无声地诉说着传奇故事。

走过悠悠岁月，母树仍旧风华正茂。 （本报保城12月7日电）

“空窗”多年 再挂新果

高耸的枝干上，榴莲果实三五成群地“藏在”茂密的叶片中，个
头虽算不上大，却格外显眼。去年夏季，榴莲母树结束多年“空窗”
挂新果。

这个消息让许多人激动不已。其中，为母树人工授粉的海
南省农垦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员崔志富感触
颇深。

这棵榴莲树为何多年来难以挂果？崔志富推测，榴莲树是异花
授粉，这棵树高约15米，气温高的年份均能开花，但自然条件下花
粉很难飘到树上，加上树周边没有种植榴莲树，因此多年来挂果率
一直不高。

或许是树与人结下的情缘，2021年，榴莲母树挂了一个很小的
果，崔志富有幸捡到。“品鉴时发现里面果肉很少，但就是这一点点
果肉，鼓舞了我们科研人员的研发信心。”崔志富回忆。

抱着这个愿景，2022年，保亭热作所工作人员提前筹备，加大
研究力度。在该年2月榴莲树花期时，科研人员借助剪叉式升降机
平台，升到高处对榴莲树进行人工授粉、保花保果作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榴莲母树顺利结出40多个果，基本为自
然成熟脱落。“成熟后的榴莲果肉呈乳白色，香味馥郁，口感细腻，纤
维含量很少。”崔志富说，经相关专家品鉴后，果品质量尚佳，这极大
地增强了大伙儿培育“国产榴莲”品种的信心。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在海南中南部的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榴莲，既有着较长的种植
历史，又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

虽有典型的热带气候优势，
但过去海南种榴莲并不顺利。
2019 年，保亭三道镇华盛红毛
丹基地里的40余棵景观榴莲树
挂果，引发广泛关注，打破了“海
南不适合种植榴莲”的普遍印
象，这也让观望中的种植企业信
心倍增。

“国产榴莲”的特色在于“树
上熟”，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
场。近年来，依托气候和种质资
源优势，保亭在“国产榴莲”种植
销售上持续探路，目前全县榴莲
种植总面积为9700余亩。保亭
将着力发展好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推动农文旅融合，讲好前景可
期的榴莲本土故事。

数读保亭榴莲产业

数读保亭农业

保亭七仙岭
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
种植精选植物

91 个科557 个品种

看优势

年平均气温25℃

年平均相对湿度

81.3%

看规模
目前

保亭全县榴莲种植总面积

约9700 亩

2021年
保亭榴莲产业协会成立

目前会员有112 人

目前

保亭种植红毛丹约4.3 万亩

菠萝蜜约3.5 万亩

芒果约1.6 万亩

百香果约6200 亩

涌现“土专家”
种植大户探索榴莲种植方法

近日，在保亭加茂镇南茂居茅丛队的山坡上，一棵棵榴莲树在土
层里扎稳了根。“今年挂的果都被要走了，等明年丰收再邀请大家品
尝。”基地负责人陈启邦说，连月来，不少客商和榴莲爱好者慕名而来。

控梢催花、管理水肥、整形修剪……这片套种在槟榔园里的
130亩榴莲地，陈启邦正为来年的收获做好准备。作为保亭首批榴
莲规模化种植户，陈启邦今年有近100株榴莲树挂果。

林子里，一棵高约7米的榴莲树枝繁叶茂，垂挂着十余个幼
果。“这株干尧（榴莲品种）是基地里最‘资深’的树。”陈启邦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8年前，他种植2株榴莲树，2019年，其中一株干尧得
以开花，这让他信心倍增。

“能开花，我相信一定能结果！”果然，几个月后干尧挂果，但果
实不似正常榴莲，“我咨询了马来西亚的相关专家，是果树的授粉问
题。”找到解决方法后，同年，陈启邦在槟榔树下套种了300株榴莲
树，如今基地已有2000余株榴莲树，品种以黑刺为主，还有猫山王、
金枕、干尧等。今年，基地迎来首批榴莲收成，果型饱满，味道甜美，
口感绵软。让他更为惊喜的是，母树挂了近70个果，品质都不错。

在陈启邦看来，好品质离不开保亭的气候，这里具备种植榴莲
的先天优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热带优稀果树科技创
新团队首席专家冯学杰认为，榴莲是一种很“挑”又“爱享受”的水
果，必须“住”山里，喜欢冬暖夏凉气候，背风生长。

“保亭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5℃，年平均相对湿度81.3%，很
适合榴莲生长。”陈启邦透露，种植前期，水肥管理十分关键。

为了让榴莲生长得更好，陈启邦还从泰国等国家学习了不少种
植方法，不断进行试验。在基地里，记者看到，一棵榴莲主树周围，三
棵稍小一些的榴莲树向其倾斜生长。“这种‘三条腿’的方法，能帮助
榴莲树提高抗风能力。”陈启邦说。

和陈启邦一样为榴莲“痴狂”的，还有不少人。2021年，保亭榴
莲产业协会成立，目前会员已有112人。“榴莲消费市场大，种榴莲
是会上瘾的。”会长周德文专门开设了叫“榴莲痴人”的自媒体账号，
里面记录了他“扎”在田间种榴莲的历程和经验，连月来，他多次赴

老挝、马来西亚等地学习种植技术。协会还组织开展技术
探讨会，邀请马来西亚等地的榴莲专家为会员进行榴
莲种植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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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亭七仙岭全球热带
水果博览中心，生长了65年
的榴莲母树依旧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二
零
二
二
年
，保
亭
热
作
所
榴
莲
母
树
挂
新
果
。
受
访
者
供
图

保亭加茂镇南茂居茅丛队榴
莲基地结出的果实。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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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亭
新
政
镇
番
坡
鸿
翔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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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
莲
产
业
基
地
，工
作
人
员
对
榴
莲
苗
进
行
嫁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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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程
龙

摄

品味·保亭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