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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懿

斑驳青苍的火山石
墙上，翠绿的鸟巢蕨昂
然挺立；院落里，氤氲着
雨后泥土的气息。随意
走进澄迈的咖啡馆，喝
着浓而不涩、香而不冲、
略带果酸的福山咖啡，
其独特的风味，触动着
世界的味蕾。

从淡雅的白色小
花，到成熟后的咖啡果
实，再经历去皮、发酵、
晾晒、脱壳、烘焙、研磨、
冲煮，最终等来一杯醇
香的咖啡，这是一颗豆
子需要经历的蜕变过
程。

咖啡产业是澄迈县
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近年来，随着精品咖啡
浪潮的席卷，澄迈的咖
企和咖农也深深感受到
精品咖啡的价格优势和
旺盛的市场需求。澄迈
县委、县政府及时给予
正确引领，整合相关行
业部门资源，成立产业
链工作专班，指导帮助
咖企、咖农走上精品咖
啡发展之路。

“种咖啡‘热不得、冷不得、饿不得、病
不得’，要精心管护，不打药、勤除草、多施
肥，还要生态种植、立体种植。”澄迈县福
山咖啡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掌握先进的咖啡种植技术是推动澄
迈咖啡走精品化道路的前提。

浓郁家乡味也引得大批福山青年人
投身咖啡产业，为咖啡产业“提纯”，澄迈
县一家名为徕福昌的咖啡小店店主王世
贤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每株咖啡树，每月要修枝两
次。”这是王世贤每天往咖啡园跑的原因
之一，工作量远比一般种植方式大。

2017年，他刚开始改良咖啡种植方
式时，家人并不是很理解，认为太费劲了，
而且别人的咖啡园枝繁叶茂、树干高挺，
自家的咖啡树却个头矮小、枝条稀疏，在
外人一度认为是营养不良。

但王世贤坚持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老
枝才能结出高品质的咖啡豆，并且采用有
机的种植方式，不用农药和化肥，只施用
有机肥。

“这样打理，咖啡树才能够把充足营
养供应给老枝。”王世贤从老枝条上摘下
一颗成熟的咖啡豆掰开后说，“这老枝上
结出的咖啡豆颗粒饱满，果汁浓稠，品质
非常好”。

澄迈还搭建起专业学习平台，主动融
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接区域发展需求。

每周，在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咖
啡课程教学点都会飘出缕缕咖啡香气。
课堂上，主讲老师为学员们讲解咖啡的起
源、展示不同种类的咖啡，每个人都有机
会亲自动手体验磨豆、手冲、杯测、拉花等
咖啡制作实操。

“说出来，朋友都不相信，我在澄迈能
边研究咖啡边上课。”澄迈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学生王晓告诉记者。

自2015年起，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增设特色专业——咖啡生产与加工，先
后投入400余万元建设两间咖啡实训室
和10亩校外咖啡种植基地，实训室包含
咖啡种植、初加工、烘焙、研磨、冲泡等一
系列教学功能。

“近三年咖啡专业招生百余人。
2022年，学校还联合金江镇合福村军口
岭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设咖啡校外实
训基地。”该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校企合作方面，先后与澄迈福山咖啡风
情镇文化馆、澄迈福山咖啡研究所、澄
迈福山 936咖啡屋、澄迈民宿咖啡馆、
瑞幸咖啡等单位深度合作并挂牌教学
实践基地。

如今，弥漫着“咖啡香”的澄迈，不只
是咖啡爱好者的聚集地，相伴而生的咖啡
师培训行业正在悄然成长。走进咖啡培
训课堂，学习手冲、拉花等基础技能，沉浸
在福山咖啡醇厚的芳香里，成为很多咖啡
爱好者新的生活方式。

“以产业精准培养人才、以人才靶向
培育产业。入学即入职、学习即上岗、毕
业即就业。”澄迈县福山风情镇有关负责
人表示，澄迈县先后与多家职业技术学校
及培训机构合作，培训模式也从单一咖啡
师的培训进阶到面向全产业链的培训，带
动整个行业提质升级。

咖啡地里鲜红饱满的浆果、咖啡林里
顺势而生的咖啡庄园、街头巷尾众多的咖
啡馆……一杯好喝又价格亲民的福山咖
啡吸引众多咖啡爱好者慕名来到澄迈，到
咖啡庄园、咖啡馆感受一城咖香。

“澄迈县种植咖啡历史悠久，从1933
年爱国华侨陈显彰先生从印度尼西亚带
回罗布斯塔咖啡种籽至今，福山咖啡已拥
有90年的种植历史。20世纪中叶，福山
咖啡畅销国内多个城市及国外东南亚一
带，以香醇浓郁、绵柔顺滑而闻名。”澄迈
县精品咖啡全产业链专班有关负责人如
数家珍地讲述着澄迈县发展咖啡产业的
底气和实力。

澄迈县作为海南咖啡的核心产区和集
散中心之一，2022年，咖啡种植面积4820
亩，亩产201公斤，咖啡产业快速崛起。

如何走好走稳可持续的精品咖啡产
业发展之路？澄迈县以发展咖啡精深加

工为突破口，围绕项目开展招商引资，积
极招引咖啡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延伸产业
链条，形成产业集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晾晒、烘焙、研磨、萃取……咖啡豆被
采摘后，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工序才能变成
可供冲煮的咖啡粉。

咖啡豆是非常善于吸取外界精华的，
以产自福山镇的罗布斯塔咖啡豆为例，澄
迈的咖啡农会先将咖啡豆铺在地上晒
干。为让咖啡继续失水，咖啡农会把它们

“典藏”起来。福山咖啡农把这道工艺视
作自家秘密。

此外，在澄迈最大的咖啡加工厂——
福山咖啡体验馆，从日本、德国引进一流
咖啡烘干、分拣、烘焙和打包仪器设备，为
福山咖啡的规模化、品质化生产提供技术
保障。

该企业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质量的严苛要求。
澄迈福山咖啡第二代传人徐世炳告诉记
者：“在企业成立之初到如今近四十年的
时间里，经典的福山咖啡只采用本地生产
的福山咖啡豆。”

徐世炳认为，优质的原料+专业的加
工，才能成就高品质的产品。

徐世炳坦言，福山咖啡坚持不盲目扩
张，并把相关理念贯彻到品牌经营，小到
调料和配件，福山咖啡十几年来坚持在同
一家供应商采购不添加任何香精的咖啡
炼乳。

为抓实咖啡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的
“双提升”，推动咖啡全产业链发展，澄迈
一方面从初加工环节保障生豆精品率，引
导带动咖农、咖企由传统模式、粗放式管
理向精细化、精品化转型；另一方面加大
招商引资的力度及产业扶持力度，努力打
造精品咖啡全产业链。

“哔哔哔！”12月25日下午3时15分，
咖啡厂内响起一阵阵急促的提示声，一锅
冒着热气的深褐色咖啡豆烘焙完成。“今
天烘焙很成功，色泽和香气都不错，再经
过3天的养豆就可以销售了。”才存农庄咖
啡厂厂长冯宝捧起一把咖啡豆说。

在咖啡产业的带动下，咖啡农旅融合
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特色。

位于福山镇的保良古村，是当地传统
的咖啡种植区。返乡青年王谋超等人利
用福山特色咖啡文化改造古村，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吸引不少游客体验。“目前，
古村日接待游客量200人左右。”王谋超
说，保良古村咖啡品牌获得不少游客的
青睐，去年销售了2000斤咖啡豆。

“澄迈咖啡产业的发展需要百花齐
放，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做咖啡，共享
咖啡产业发展的红利。”精品咖啡全产业
链专班有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当地长久以
来培养的本土咖啡文化极具特色，通过结
合美丽的自然风光，在乡村发展旅游观光
产业，可以进一步壮大海南的咖啡产业。

澄迈根据该县福山咖啡、侯臣咖啡、
咖咖园、保良古村等重点企业的现状，积

极推动支持本地企业打造集咖啡种植、加
工、生产及产品展示、体验和研学培训为
一体的多元化咖啡庄园，立足福山“福”文
化和火山红壤的优势，挖掘咖啡文化底
蕴，讲好咖啡故事，开展品牌渗透；开发咖
啡元素文创周边产品，实现“咖啡+旅游+
休闲+N”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融合
的发展新模式。

激活自身造血功能的同时，该产业链
专班坚持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的发展模式开展工作。

产业链专班以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项目作为核心载体，以产业招商、基金招
商模式推动新兴咖啡品牌的孵化和培育，
先后前往重庆、香港、上海、昆山等地开展
招商考察，和Tims咖啡、三顿半咖啡、老
挝咖啡、乔宣咖啡、越南中原传奇、云南萨
拜迪咖啡有限公司、普洱永辉咖啡有限公
司、熠果国际贸易公司、上海咖啡金融网、
上海啡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20余家咖
啡企业进行招商洽谈，并成功邀请老挝咖
啡等5家企业到澄迈实地考察。

12月25日，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
镇管理委员会与澄迈福山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为探索“咖啡主题文旅景
区+特色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之路提
供实打实的政策扶持，有望进一步放大
园区吸引力，加快培育做强农商文旅体
新业态，推动该园区与澄迈现有产业园
区协同互补、错位发展、联动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咖啡企业聚
集于澄迈，不仅能加速产业聚集，焕新城
市面貌，也将澄迈打造成国际国内精品咖
啡企业品牌展示和集散中心，助力澄迈本
地咖啡品牌转型升级，持续贡献力量。”产
业链专班有关负责人对未来咖啡产业的
发展信心十足，在这套全产业链优化设计
下，澄迈整体咖啡产业链将更具商业的纵
深度与想象力。

在澄迈，咖啡呼应这座小县城继续生
长，留住回味和人心，于小杯盏中装下“大
世界”。 （本报金江12月30日电）

提升咖啡生豆精品率

精深加工成就精品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 本报记者 高懿

你喝的是一杯咖啡，而澄迈
“喝”出了一条产业链。

“咖啡离不开咖农也离不开钟
情于咖啡的人。”该产业链工作专
班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产业链
专班成立伊始，工作人员就开始探
索“咖啡+”模式，推进“种植+农
庄+电商+旅文”等融合发展，积极
打造集咖啡种植、加工、生产及产
品展示、体验和研学培训为一体的
多元化咖啡庄园，实现“咖啡+旅
游+休闲+N”的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相融合的发展新模式。

同时，结合当下的文化需求，
进行IP打造，加快推进福山咖啡
风情镇文旅升级改造项目和福山
咖啡加工厂项目，按照“咖啡+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将福山
镇打造成为澄迈咖啡产业发展重
镇，推动咖啡产业集聚。

打铁还需自身硬。
“经过千锤百炼的咖啡豆，仍

需提升自身的‘魅力’。这就需要
我们产业链来补齐短板，不仅要加
快咖啡产品加工转型升级，布局建
设咖啡精加工生产线，引进国际咖
啡头部企业，并向产业链下游延伸
咖啡设备高端制造、组装、销售、维
护以及咖啡豆烘焙、研磨、储存、包
装及输送等整线咖啡工艺设备，积
极研发咖啡精深加工产品。”该产
业链专班有关负责人说。

那么，如何将“盛装打扮”的咖
啡豆推向更加闪亮的舞台？澄迈
为新时代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注入
新的催化剂。

依托老城科技新城的港口运
输、仓储物流、加工制造等优势，
充分利用马村港区位优势，结合
澄迈县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澄迈主动寻求与咖啡贸易加工企
业合作，推进打造咖啡国际贸易
集散中心。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
和各类展会的影响力，做大自贸
港咖啡贸易流量，强化咖啡产地
预冷、仓储保鲜、分级分拣、初加
工、产地直销等能力，推动建设咖
啡国际专业市场。

产业不断向前驱动，产业链
工作专班集聚各方资源，一起用

“绣花”功夫吹政策“春风”，送服
务“春雨”。

“推行‘定制化’要素保障模
式，建立挂钩服务工作专班机制；
推行‘专员化’政务服务模式，实行

‘人跟事走’，服务好全链条每个环
节。”该产业链工作专班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通过推行“常态化”协
商沟通模式，能第一时间解决企业
困难，为项目建设及构建咖啡产业
链条营造优越环境。

（本报金江12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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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咖啡。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

在澄迈大丰镇才存咖啡厂，工作人员在烘焙咖啡豆。 在福山咖啡风情小镇，游客在品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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