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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昌江大力发展芒果产业，走
出了一条以“芒果产业为龙头”的农业经
济发展新路子。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培育，
芒果产业已成为昌江农业的主导产业之
一，是农村经济的核心支柱和农民持续稳
定增收的重要来源。

昌江十月田镇保平村村民符开宁种
了10多亩鸡蛋芒，这些年，通过种植鸡蛋
芒，他养大了3个孩子，还在老家盖了楼
房。

他告诉记者，相比其他品种，鸡蛋芒
的产量虽然偏低，但价格更好。“鸡蛋芒收
购价每斤4.5元至5元，而且价格比较稳
定。”符开宁说，今年自家鸡蛋芒产量预计
有1万斤，产值约5万元。

家在昌江石碌镇牙营村的符会能种
植了20多亩的芒果。从他记事起，父母
就在种芒果，从小便对芒果有着特殊的感
情。

昌江县委、县政府立足资源和区位
优势，实施“科技兴芒、芒果强农”发展战
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芒
果种植，芒果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为提

高昌江芒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品
牌效应，昌江多年来持续举办芒果节、促
销会、芒果擂台赛等活动。通过不断地
宣传促销，昌江芒果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持续提升。

“我希望通过更多有趣的方式，让大
家关注昌江芒果。”符会能说，在未来的创
作中，他将考虑从家乡特色中汲取灵感，
并融入昌江地域文化等元素，助力芒果产
业发展。

近年来，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推进
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芒果采摘体验乡村
旅游线路，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

同时，昌江以“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
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全域全季旅
游为主题，做大做强旅游品牌。小小芒果
成为推介地方特色的重要载体。

记者了解到，当前，海南正在大力推
进芒果全产业链培育发展，围绕芒果良种
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信息化、生态
化、产业化和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加快
各环节培育发展。

（本报石碌5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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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芒果家族”，谁是你的最

爱？海南日报新媒体和海南省融

媒体中心联合推出芒果图鉴产品，

带你更好了解海南各品种芒果。 扫码看更多内容

看点
海报集团推出芒果图鉴新媒体产品

“兄弟们，街舞+
芒果，有没有搞头！
海南昌江，芒果之
乡，套袋、防水、防虫
害，现摘现发，等你
来尝。”近日，一段昌
江黎族自治县“95
后”小伙符会能用街
舞为家乡芒果代言
的视频在线上广为
传播，获得不少网友
的点赞。一时间，昌
江芒果颇受关注。

作为“中国芒果
之乡”，当前，昌江约
3.9万亩芒果陆续上
市。由于气候等因
素，昌江与三亚、陵
水等地相比，大部分
芒果到 4月底才开
始成熟上市。而这
一时期，广西、云南
等地芒果也将同步
竞逐市场。昌江有
何底气，提升芒果市
场竞争力，让更多芒
果飘香四方？

5月16日，走进昌江石碌镇的中天农
科芒果基地，只见每个芒果都套上了一个
黄色的袋子。

“这种袋子可以防水防虫，有了袋子，
就能让芒果少接触露水、雨水，从而少生
病。此外，袋子能遮光，可以促进芒果转
色，提升芒果‘颜值’。”昌江中天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文成忠说。

文成忠随手打开一个袋子，露出一个
表皮淡黄色、果型有点像象牙的芒果。
他介绍，这种芒果叫“红玉”，耐储存，1
月开始挂果，3月用袋子套果，5月底就
能上市。

早在20世纪90年代，文成忠就开始
跟随父母开荒地种芒果，如今共种了约
100亩芒果。他介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昌江芒果种植户大多种植吕宋芒、紫
花芒等，随着市场和品种改良优化，不少
种植户改种台农、红玉等品种。

据不完全统计，昌江芒果种植面积约
3.9万亩，种植的品种包括台农、红玉芒、
贵妃芒、金煌芒、鸡蛋芒、象牙芒等。

记者在基地注意到，每棵芒果树下
有一个环形的平台，被用于浇水、施
肥。“我们采用传统种植管理，确保芒果
口味原汁原味。”文成忠说，比如6月采
收完红玉芒后，就会进行修枝，11月在
平台里埋入有机肥；开花后，根据实际
生长情况，追肥、打水肥，长果2个月左
右就开始套袋。

“想要种出好芒果，要舍得投入。每
产1斤红玉，需要投入成本2.2元左右。”
他说，由于昌江冬季气温相比三亚、陵
水等地更低，芒果生长周期长，上市较
晚。但由于当地冬季昼夜温差大，干旱
少雨，有助于芒果积累糖分，因此甜度
相对较高。

2018年2月，原农业部批准对“昌江
芒果”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据了解，目前，海南芒果年产量为90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60亿元，种植区
域分布在三亚、乐东、陵水、东方、昌江等
市县，是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近年来，海南培育推广了一些高附
加值的优质特色芒果品种，打造了一批
芒果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昌江鸡蛋芒，吃起来有浓浓的椰香
味，又叫‘椰香芒’，口感绵密。”5月15日，
在位于昌江十月田镇的昌江种子场芒果
种植基地，一个个青绿饱满、表皮光滑的
鸡蛋芒已缀满枝头，村民忙着采摘。一
旁，林义明手持手机，面对直播镜头侃侃
而谈。

林义明是昌江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也
是一名水果经销商。当天，他在该基地收
购了3000多斤鸡蛋芒。

有着 20 多年经销经验的林义明，
目前已与昌江各地的芒果基地建立了
合作关系。“昌江哪里的基地或种植户
有销售需求，我们就去哪里收购。”他
说，随着这些年的积累和发展，他的客
户群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也更加多
元。

2000年，林义明开始从事芒果经销
工作，彼时的他主要把芒果拉到海口的
批发市场、水果店销售。如今，他与全国
多个水果批发市场有着稳定的合作，每
年通过电话沟通后，直接将上万斤的芒
果大订单发往相应的市场。“同时，我们
与400多家电商企业与个体户、100多
家全国高端精品水果店进行合作，助力
芒果销售。”

“当前已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万
多个鸡蛋芒订单。”林义明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这些天，他奔走于昌江相关芒果基
地收购鸡蛋芒。放眼整个海南，除了东
方、乐东等地有少量鸡蛋芒，就属昌江多
一些。

和林义明一起到芒果基地的，还有来
自广东的水果批发商温志强等人。“来海
南收购水果，找林总就对了。”温志强笑着
说，他从事水果经销仅3年，他更喜欢找
像林义明这样的当地人作为“中介人”“媒
人”收购芒果，“今年打算收购约2万斤芒
果，销往广东市场。”

在昌江，像林义明这样的经销商还有
许多，他们活跃在芒果基地和市场之间，
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

除了线下经销商，电商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2020年，昌江全面启动创建国家
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作，推进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
设。该县着力打造昌江农村电子商务“一
中心，五体系”，即县级农村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县、镇、村三级电子商务物流体
系，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体系，农村电
子商务公共品牌和营销体系，农村电子商
务服务站体系、农产品供应链溯源服务体
系。

据了解，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好的口
碑，海南芒果远销新加坡、俄罗斯、加拿
大、波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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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品质牌
加大种植投入优化特色品种

打好市场牌
线上线下发力拓展销售渠道

打好产业牌
提升品牌知名度助力农文旅发展

■
本
报
记
者

张
文
君

数读

海南芒果

目前

海南芒果年产量为90万吨

一产产值超50亿元

全产业链产值超 160亿元

凭借过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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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芒果远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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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 台农 金煌芒

种植区域分布在
三亚
乐东
陵水
东方
昌江
保亭
等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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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小伙符会能在自家
果园里跳街舞推介芒果。

程小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