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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种并不陌生
的坚果。但你是否知道，海南也产腰果？

“我们生产的腰果每一颗不仅种在小
岛、长在小岛，也是在海南完成加工的。”在

“Dao19愿景会议”现场，一位名为李季的
青年正举着手中的腰果产品，向身边的朋
友介绍。

35岁的李季曾经是一个在广东打拼
的创业者，而如今，他的身份是海南五公慈
腰果的创始人。五年前，他放弃了稳定的
事业，带着满腔孤勇和热血深耕农业，成为
海南的一名农村创客。

2018年，李季无意中读到一篇关于海
南腰果的文章，这篇文章唤起他对腰果的
儿时记忆。“小时候，村里遍地都是腰果树，
爷爷亲手栽培了许多腰果树，夏天我会爬
上腰果树掏鸟窝，那时的日子很快乐。”李
季回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南腰果产业
盛极一时，乐东逐渐成为我国腰果产业的
发展中心，种植规模达到顶峰，品质也比许
多地方高出一筹。但随着社会发展，其他
经济作物的收益提高，海南腰果树不断被
砍伐，面积一再缩减。得知海南腰果发展
现状，李季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海南有着
如此优越的腰果种植资源，为什么不壮大
家乡特色，让更多人知道海南腰果？

带着这样的想法，李季毅然回到故乡，
开始创业。

没想到，一年多时间的辛苦换来的却
是“当头一棒”——首批种植的腰果苗全部
坏死。关键时刻，中国热科院品资所副研
究员黄海杰和李季一起分析原因、查找问
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第二批种下
的苗木管护更加精细、精准，如今小苗的个
头已经超过1米。

为尽快推出海南的腰果产品，在种植
腰果树的同时，李季也开始搭建腰果加工
厂，收购本地优质腰果，进行加工。

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腰果学徒，李季
多次向国内腰果专家学习，用了3年的时
间摸索了一套适合海南的腰果加工方式。

“一颗好吃的腰果要经过反复地加热和加
湿，在温度和湿度的精准把控下，一颗酥脆
且甜糯的腰果才能得以诞生。”李季说。功
夫不负有心人，李季的腰果一经推出就饱
受欢迎。

当然，李季还在谋划关于海南腰果的
“诗和远方”。他希望以后能在家乡海南东
方打造一个“腰果村”，开发更多的腰果产
品，让腰果成为海南又一个“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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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创客的土特产生意经

琼味特产新“食”尚

“大海是海南一张招
牌，可以深度挖掘海资
源，讲好海的故事。”

“业态的创新融合已
成为乡村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的新着力点，可以创
新融合业态，培育品牌，
增强融合发展竞争力。”

……
近日，在万宁市龙滚

镇烟墩村的椰林里，一场
“Dao19愿景会议”正在
热烈进行。会议集结了
“海的故事”创始人蒋翔、
海岛森林酒店创始人冯
清雄、柚子夫妇创始人黄
晓玲、凤梨部落创始人王
雅丽、三亚市吉阳区民宿
协会秘书长谭中仙、儋礼
黄皮创始人符明堂等多
位海南知名创业者。他
们围绕“旅游驿站”“乡村
旅游”“如何再造美丽故
乡”等议题分享自己的故
事和经验，助力海南乡村
产业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带你
走近这些创业家，看看他
们如何做大做强“海南土
特产”事业。

隆冬腊月，是老一辈农家人
冬闲的时节，“新农人”王雅丽却
一刻也闲不下来。作为“凤梨部
落”的创始人，在“Dao19愿景会
议”现场，她不仅带来了“凤梨部
落”开发出的特色凤梨产品，也带
来了一个全新的创意。

“我们计划在万宁市龙滚镇
烟墩村打造一个凤梨主题驿站。”
王雅丽说，该驿站不仅建设凤梨
主题风土餐厅、凤梨冰淇淋微型
工厂、凤梨烘焙屋等服务空间，同
时，也希望该驿站可以网罗海南
各地丰富的农产品及其深加工产
品和文创产品，通过展览、餐点、
商品贩卖的方式，让消费者深度
体验海南风土好物。

事实上，这并非王雅丽第一
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2014年，有着多年销售经验
的王雅丽回到澄迈，注册“凤梨部
落”商标，从事凤梨种植与销售。
凭借着澄迈优质的凤梨产品以及
丰富的销售经验，“凤梨部落”的
名气逐渐增大，但发展的瓶颈也
逐步显现。“以往仅靠单一的鲜果
销售，农产品的附加值很低。”王
雅丽说。为此，她和团队开始探
索一产向二、三产的深入融合。

2020年，王雅丽利用已有的
种植园区打造共享农庄，为游客
提供休闲旅游、凤梨采摘等服
务。然而，由于运营经验不足，加
之碰上疫情，共享农庄的发展并
没有王雅丽想象中顺利。2023
年，王雅丽无奈暂停了农庄运营。

“农旅融合并非简单地提供
体验场地，它对于基础设施、管理
服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
也在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经验。”
王雅丽说。共享农庄的停运并没
有使王雅丽受挫，反而更加坚定
了她建设“凤梨主题驿站”的信
心。

“凤梨酸甜交织的滋味就像
人生一样。”王雅丽说，“凤梨主题
驿站”的建设，不仅是为了打造一
个年轻时尚、具有万宁侨乡特色
的南洋风情“打卡点”，更是希望
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凤梨
主题体验空间，让更多人了解凤
梨、喜爱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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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平时发苦的柚子皮可以
加工成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既有柚
子的香气，也有果干的嚼劲，口感很
不错！”在“Dao19愿景会议”现场，一
个个小巧的罐子里摆放着些许柚子
皮干，嘉宾们在试吃后纷纷竖起大拇
指。

这款柚子皮产品出自“柚子夫
妇”团队之手。近年来，经过该团队
之手打造的澄迈无籽蜜柚成功出圈，
蜜柚的衍生产品柚子皮也备受消费
者青睐。

“柚子夫妇”是海南知名农产品
品牌，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省内外顾
客购买，并出口至海外。为何“柚子
夫妇”如此大火？这背后的故事，绕
不开“品牌”二字。

“现在的顾客不一味追求价格
低，相反，大家会更认品牌。”“柚子夫
妇”创始人黄晓玲至今还清晰记得，
第一次夫妻俩在海口南北水果批发
市场售卖柚子的场景。他们从凌晨
开始摆摊，吆喝了许久却无人问津，
卖了5个多小时才将柚子以3.5元一
斤的价格卖出。而当时与他们的柚
子长相相似的泰国柚子最低也要28
元一斤。

同是青柚，为何价格差别如此之
大？夫妻俩开始总结反思，“我们发
现，高净值的产品离不开高品质，更
离不开品牌化营销。”黄晓玲说。他
们从此告别批发市场，专注做精品农
业。

2013年，毕业于海南大学果树
学专业的“柚子夫妇”注册成立了海
南洪安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组
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通过科学化、
精细化的管理，层层严格把关柚子的
生产全流程。他们还联合海南大学
专家教授团队，共同组建澄迈县蜜柚
研究所，专门对无籽蜜柚特性、内在
品质、病虫害防治、品种改良等进行
深入科学研究，进一步提升无籽蜜柚
品质。

创业至今已十一年，黄晓玲夫妻
俩始终坚持打好生态牌、标准牌、文
化牌，“柚子夫妇”品牌也由此广为人
知。为了深挖农业多元价值，“柚子
夫妇”还做了更多探索。“我们还开发
了柚子皮干、青柚汽水、青柚果酒、蜂
蜜青柚茶、青柚手工皂、青柚精粹水
等一系列柚子衍生产品，希望能进一
步补全产业链条、打造更好的柚子品
牌。”黄晓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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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夫妇”品牌青
柚亮相消博会。

“凤梨部落”的各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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