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0日上午，大岭居的气温已
过30摄氏度，农户邓彩凤的苗圃里却
十分凉爽。

“园里都是绿茵茵的苗木，很是舒
服。”邓彩凤的10亩小邓苗圃场里种
满了寿桃鸡蛋果苗、释迦果苗、黄晶果
苗等各色苗木。

苗木长得好，卖得好，旺季里以万
株批量起售，远销全国各地。邓彩凤
自豪地说，家中三代人做苗木，技术就
是传家宝。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岭的前身，是
“琼西育种站”，科研人员在此选育橡
胶树种，苗木产业自此便在当地扎
根。经过60多年发展，形成了家家能
嫁接、户户会育苗的独特优势，也涌现
出一批苗木大户。

尤其是在十几年前，全省各地大
力种植芒果、菠萝蜜等热带高效经济
作物，水果苗木是市场上的热销品，当
地许多人靠苗木发了家。

“海南热带果树特色鲜明、用途广

泛、经济价值高，对乡村振兴、丰富果
盘子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很重要
的意义。”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
研究所所长陈飞飞说，不少热带果树
市场需求旺盛，单位经济效益高，有很
大的市场空间。因此，热带果树的推
广种植需要提高全省苗木产业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水平，选育良种、科学育种
显得尤为重要。

“一户种、多户跟、种植大户传帮
带。”白沙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扬
洲表示，大岭地区已初步形成涵盖装
袋、嫁接、移苗、挑苗等精细分工的产
业配套链条。

据统计，目前大岭居及周边已发
展出育苗农户500多户，种植的苗木
种类也由原来单一橡胶品种，发展到
芒果、菠萝蜜、牛油果、释迦果、莲雾、
榴莲等40多个种类，全年出售各类苗
木超过600万株，产品销售到广东、广
西、云南、福建等地，并远销越南、缅
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从一户种到户户种

目前，大岭居及周边已发展出育苗农户500多户
种植的苗木种类包括

芒果、菠萝蜜、牛油果、释迦果、莲雾、榴莲等40多个种类

全年出售各类苗木超过600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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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大岭居，海垦大岭
苗木产业园已是百果争鲜，太平洋橄榄清新怡人，四季龙眼
清甜可口，仙桃蛋黄果清香扑鼻……

经过三代苗木人的接续奋斗，大岭苗木品牌越来越响，
形成了种植、销售、培育、管理、交易等一条龙苗木产业体系。

目前，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正以海南农垦“一场
一品”专项工作为基础，依托海垦大岭苗木产业园，与属地政
府联动，加快当地苗木产业提档升级，建设西部苗木供应基
地。

海垦集团与保亭举行座谈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骁可）日前，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集团）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海口举行
座谈，双方围绕项目建设、历史遗留问题化解、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民生改善等方面进行深入
交流，就互相需要协调支持解决的事项积极磋
商，并达成共识。

海垦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海垦集团正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推进
农垦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标省委省政府的
期望与要求，持续提升天然橡胶战略保障能力，多
措并举盘活农垦土地资源，深入推进垦区民生改
善和垦地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这
些都离不开保亭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保亭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保亭县委县政
府和海垦集团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全面
推进垦地融合工作，在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
中心项目建设、垦区人居环境改善、历史遗留问题
化解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地方高质量发展
与垦区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步伐稳步向前。

双方将共同利用好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垦地
日常沟通，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以更
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合力推动“两违”
整治、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民生项目等一批历史遗
留问题化解、垦区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进展，构建
垦地融合发展新格局。

海垦西联打造千亩榴莲蜜
标准化种植基地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吕
月媚）5月30日，儋州市光村镇，海南农垦西联农
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西联）榴莲蜜标准化种
植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建设水电等配套设施，为下
一步种植作准备。

榴莲蜜目前在全国栽培面积较小，市场售价
较高，市场前景可期。海垦西联落实海南农垦“一
场一品”专项工作，按照省级现代化农业产业园要
求，今年持续推进1130亩榴莲蜜标准化种植基地
建设。

据悉，该榴莲蜜标准化种植基地总用地1130
亩，总投资为2996.89万元，为儋州市2024年一
季度乡村振兴集中开工项目。海垦西联多措并举
推进项目建设，确保严格按照各事项时间节点倒
排工期，确保人员到位、生产物资设备到位，做到
责任压实再精准，工作提速再增效。

与此同时，海垦西联谋划建设物流分拣中心，
逐步建设集农产品包装、批发、零售、配送为一体
的产业链，促进周边职工群众就近就业，助力乡村
振兴。

海垦东路高产品种水稻迎夏收
本报文城5月3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

川言）连日来，文昌市东路镇，海南农垦东路农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路）土地修复区，稻浪
金黄，丰收满目，588.363亩“特优458”高产品种
水稻迎来夏收。

在现场，2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稻田间来回
穿梭，一株株水稻被齐腰割断，收割、脱粒、粉碎稻
秆，所有工序一气呵成，颗粒饱满的谷粒尽收其
中，再顺着收割机的管道倾泻而下，源源不断地流
入在公路旁等候的货车。

若在天气良好状况下，2台收割机连续作业，
十天左右可尽数收割稻谷，极大提升生产效率。
近年来，海垦东路积极更新农业生产思维，大力推
广机械插秧、机械收割、无人机飞防等现代技术，
有效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发展。

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
获评儋州市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元丽）近日，海
南莲花山文化景区以其卓越的服务质量、良好的
卫生环境和文明旅游工作的示范带动作用，成功
获评“儋州市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据悉，海南莲花山文化旅游景区位于儋州市
兰洋镇。近年来，海垦旅游集团对莲花山破碎的
山体进行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打造文化旅游景
区。景区致力于完善各项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全
面深入开展文明旅游宣传、优化卫生环境、完善服
务设施等文明旅游工作。

海垦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企业
将继续把文明旅游示范创建工作作为提升企业旅
游服务质量的重要一环，不断完善企业旅游服务
标准化建设，力争在文明旅游工作中迈上更高的
台阶。

海垦广坝6万余斤芒果上市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施宇娥）近日，东

方市大田镇，海南农垦广坝农场有限公司绿色农
业先行先试芒果试验基地里，芒果丰收，职工忙碌
采摘。今年，该公司旗下芒果基地，预计有6万余
斤芒果集中上市。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海垦广坝职工群众有
着数十年的芒果种植历史，经过不断更新改良芒
果种植技术，在芒果育苗、移栽、施肥、管护、病虫
害防控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种植技术经
验，确保了“广坝芒果”的逐年稳产高产。

目前，海垦广坝正加大与客商的对接力度，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市场营销手段，拓宽销售渠
道，让芒果“销得出、销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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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各种奇珍异果让人目
不暇接。该中心目前保存有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引进的榴莲、红毛丹、山竹
等母树，还拥有一系列的珍稀热带果树，如番荔枝、星苹果、巧克力布丁果、巴西樱桃、香
肉果（也称冰淇淋果）等。

该中心是保亭与海垦集团共同谋划、携手打造的综合性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项目总
规划面积约3万亩，分引种及展示核心区、引种种植示范区、推广种植拓展区三期开发，
总投资约34亿元。目前一期核心区，共收集保护了25科、49属75个物种的同纬度热
带果树，一共有400个品种。 文/图 袁琛

七仙岭果博中心：
新奇特水果在此“安家”

■ 本报记者 邓钰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海
南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红明）257亩荔枝标准化种植基
地里，7000余株“妃子笑”荔枝树，已
经成功改良换冠为早熟品种“桂花香”
荔枝。阳光下，刚换冠的荔枝果树迎
风招展，静待新枝焕发。

“荔枝换冠嫁接以每年春季和秋
季为宜，春接为3月至5月，秋接为8月

至11月，这两个时节嫁接伤口愈合快，
成活率较高。”海垦红明经营管理部科
研小组成员李精华介绍，工人采用的
是换冠扦插（切接）方式进行嫁接，以

“妃子笑”作为砧木，抗病率强，成活率
高，为提高产量和品质奠定了基础。

“嫁接荔枝看似简单，讲究可不
少，每一步都关乎着芽条的成活率。”
李精华介绍，首先是嫁接时机，阴雨天
气不能嫁接，避免引起嫁接伤口的二
次感染；其次是选芽，必须选用芽点饱

满、健壮完好的芽条。
20世纪末，海垦红明开始发展荔

枝种植产业，并带动当地农户种植，打
造了连片“妃子笑”种植基地，成为当
地的支柱产业。然而长期以来，“妃子
笑”荔枝在当地“一品独大”，当地荔枝
品种结构相对单一、产期集中，易造成
销售“堵车”，市场也容易受到其他省
份的荔枝冲击。

“红明荔枝‘妃子笑’占比大，必须
加快发展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

推广新品种，寻找荔枝新‘顶流’。”海
垦红明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该
公司在扩大荔枝种植规模的同时，运
用高位换冠嫁接技术，重点推广换冠

“仙桃荔”和“桂早荔”，这两个品种具
有特早熟、丰产稳产的特性。“相比于
5月才上市的‘妃子笑’来说，能提前
近一个月上市。”

换冠后的荔枝树再养护一年半即
可投产。在完成换冠后，海垦红明还
将加强已换冠荔枝园的水肥管理、抹

芽整形、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养护工
作，以保证荔枝树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并定期检查嫁接苗的生长情况，及时
发现并处理出现的问题。

海垦红明相关负责人表示，怀揣
着对荔枝新“顶流”的期待，海垦红明
将以“一场一品”工作为抓手，持续与
专家团队深入合作交流，选种适合海
南本土生长的优良品种进行推广种
植，优化荔枝品种结构，实现差异化发
展。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海垦红明换冠种植“桂花香”等荔枝新品种

寻找下一颗“顶流”荔枝

近日，在保亭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樱桃山竹长势良好。

近日，在保亭七仙岭
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
果农在查看巧克力布丁
果的长势。

近日，在保亭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莲雾挂满枝头。

大岭苗木产业不断外扩，辐射周
边地区。很多种植大户当起了苗木经
纪人，一时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
火热局面。

可好景不长，随着传统品种的苗
木越种越多，供求关系反转，外来采购
商压价，本地苗农陷入恶性竞争，大伙
都叫苦不迭。

“苗木一到出圃时间，大家怕砸在
手里都急着卖，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
低。”邓彩凤透露，苗农间没有统一标
准，市场由收购商说了算。一株芒果
直生苗，行情差时从五六元压价到两
三元，嫁接苗每株最高只能卖到一两
元，“最差时，几毛钱也咬牙卖。”

苗农议价能力弱是个系统性问
题，还与育苗技术、出圃标准、苗木质
量等息息相关。除了少数苗木种植大
户紧跟市场调优种植结构外，大多数
种植户仍以种植低端苗木为主，单打
独斗，经营模式粗放，销售渠道单一。

海南农垦龙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经理陈宇坦言，部分苗农选择独立粗
放式育苗，从而造成苗木质量和出圃
标准参差不齐，加之没有对苗木进行
后续跟踪服务，苗农议价能力弱。

据中研产业研究院《2024-2029年
中国苗木行业深度发展研究与“十四五”
企业投资战略规划报告》，市场越发转向
专业化、精品化的苗木产品和服务。

“只是‘窝里斗’，苗木产业做不好，
必须要整合发展力量，从卖苗木到卖标
准。”为此，海垦龙江与荣邦乡政府携手
打造了2500亩“苗木超市”，整合250
余户居民自营苗木和“零散”苗木，以

“政府+企业+农户”模式，统一品牌管
理，致力通过建设标准化展销交易平
台，将大岭地区的苗农结成产业联盟。

在“超市”里，海垦龙江对种植户
们的苗木品种、数量和价格等情况做
好摸底，并积极与荣邦乡政府协作，进
一步拓展苗木的销售渠道。

走进这家“苗木超市”，可看见里
边已经“上架”四季红妃嘉宝果、8号
菠萝蜜苗、黑糖芭比莲雾、手指柠檬等
多种名特优苗木，主要销往岛内各市
县以及广东、广西等地。

通过“订单种植、订单生产、定向
采购”的方式，苗木超市从市场端倒逼
苗农在生产的规划性、科学性上进行
调整，并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带动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

从卖苗木到卖标准

产业振兴，需要人才支撑。振
兴大岭苗木产业，补齐人才短板是
当务之急。

目前，荣邦乡、海垦龙江与当地苗
木行业协会共同以党建为抓手，进一
步强化苗木共建共联，目前三方建立
苗木产业人才“选苗育秧、双向培育”
培养机制，采取“1+N”导师帮带机制，
制定“苗二代”帮带计划，加强苗木人
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带动周边的农户
就近就业。

“通过深化现代化基地管理模式，
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大品牌
建设力度。”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李
鹏建议，同时可积极引进更先进的科
技力量，充分利用热带气候资源优势，
打造独具白沙“海垦大岭”特色苗木品
牌，使其成为大岭地区乃至全省更加
优质的“农业芯片”。

在陈飞飞看来，企业可多与科研
院所进行交流合作，将有利于精选育
种，创新苗木繁育技术，挖掘更多特色
苗木，让海南苗木走向高质量精品化
的道路。同时，希望政府编制各类苗
木行业标准和开展种苗检疫检测，逐
步规范全省苗木产业。

“我们已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
资研究所展开合作，同时积极与垦区内
部科技集团沟通交流，加强技术合作。”
海垦龙江党委书记、董事长符积前表
示，农场公司当前还正在加快筹建种苗
生产大数据平台，推动智慧育苗。

苗木长绿，产业长青。未来，垦地
之间将以产业联合为主导，以大岭居
为核心区加快推动当地苗木产业转型
升级，探索“苗旅+文旅”融合发展，打
造苗木产业新亮点。

（本报牙叉5月30日电）

从卖苗农到苗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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