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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新海垦

海垦企业540余亩
约210万斤木薯集中上市

本报那大8月2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邓钰 通讯员虞丽）8月28日，儋州市大成镇，
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木薯基地，木薯集中上市，工
人采摘运送。

去年，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在推进“非粮化”
“非农化”整治工作中，选中“华南9号”黄金可食
用木薯整改复耕540.66亩土地。该品种具有淀
粉含量高、纤维含量少、清香可口等特性。

种植过程中，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与种植户
合作，加强木薯水肥管理，促进木薯稳产高产，并
成立专班，做好周边养殖户宣传教育工作，确保复
耕工作顺利有序推进。今年，该木薯基地预计亩
产4000斤，总产量在210万斤左右。

海垦集团赴京考察交流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李钟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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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考察队伍，赴北京考察
交流，参观和拜访多家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学习
先进经验，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在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中，海垦集团考察组
拜访科研院所以及农业科技、金融行业等领域的
优质企业，围绕农机农资服务、智能设备研发、农
业AI基地建设和金融服务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谋划深化交流合作机会。

在交流中，海垦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该集团
将以科技创新推动海南农垦产业转型升级，希望
和相关企业、科研院所交流，依托各自优势资源，
在智能割胶装备、智慧收胶平台、胶刀改进以及果
蔬加工、畜禽肉类加工、工程建设等领域探索展开
合作，实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此外，海垦集团还在此次考察交流中，与多家
金融企业交流，表示将进一步依托金融力量，尤其
在基金投资、债券发行、信用评估等方面着力，持
续推动天然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垦好生活超市
供应6种惠民平价蔬菜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伍权）8月24日起，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果蔬）在旗下5家海垦好生活
超市启动“惠民菜”活动，设立惠民平价专区，首批
供应紫茄子、黄心菜、土豆、地瓜叶等6种本地消
费量较高的蔬菜。

近期，受连续多雨天气影响，蔬菜供应不稳
定，市场波动较大。海垦果蔬及时响应，积极组织
多方货源，依托自有商超，采取平价菜直供商超的
模式销售6种基本蔬菜，降低中间环节成本，进一
步做好平价菜保供惠民工作。

海垦好生活东大院门店工作人员介绍，该店
“惠民菜”采取集采直供模式供应，在把控菜品质
量的同时，减少菜品损耗，有力确保了价格的稳
定。此外，该店还以低于市场售价10%的价格销
售带肉排骨等生猪产品。

据悉，海垦果蔬旗下海南农垦金福农产品经
销有限公司今年已与13个市县菜篮子公司合作
开展业务，目前每天蔬菜供应量约为10万斤。

首届“垦BA”
男子五人篮球赛开赛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林雅慧）8月24日，2024年首届“垦BA”男子五人
篮球赛在海口开赛，25支海南农垦企业篮球队汇
聚球场，展开激烈对决。

当天，海口赛区开幕赛揭开比拼序幕。比赛
中，球员们默契配合，敏捷的运球、巧妙的传球、漂
亮的投篮，不时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本届“垦BA”男子五人篮球赛为期近一个月，分
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其中，初赛阶段设在海
口片区、海南橡胶、以及东、南、中、西等6个片区同步
进行，共选拔8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将分为两个小
组进行，小组前两名出线，交叉淘汰，最终决出前四
名，计划于9月22日决出总冠军。

本届赛事由海垦集团工会主办、海垦集团团
委协办，贯彻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暖边绿境”关
爱职工专项行动的具体举措，旨在打造促进企业团
结、增强职工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良好平台。

海垦一基地
入选省级专家服务基地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近日，省
委人才发展局公布第二批省级专家服务基地名
单，全省共10家单位入选，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
团专家服务基地位列其中。

海南省专家服务基地是由省委人才发展局按
照一定条件和程序认定，依托各类企业、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重点园区、经济开发区等载体设立的重
要平台，旨在创新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组织专家
对接基层需求，引导专家服务基层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立
足以科技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自2021年9月起
与海南大学共建协同创新实验室，共同研发茶叶、
咖啡、胡椒、茶饮等加工技术创新及新产品，组织
以“咖啡”“茶饮”等为主题的创新大赛，遴选优秀
作品作为新产品开发对象。该平台为省级专家服
务平台的建设提供良好载体。

与此同时，该集团在与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
合作期间，制定高级技术顾问制度，以制度为依
托，从制度上为专家深入基层提供必要的工作、生
活和服务保障，为他们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在谈到食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时，业内人士提出，现有农食加工企业
存在产品同质化、加工效率低、产业附
加值低的现状，并建议企业在谋划未
来发展中，应做到“推农向食”。

围绕产业禀赋“推农向食”，本
质是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

“农头工尾”的增值文章。
“推农向食”就是通过农副产品

食品化与普通食品功能化的提升过
程，摆脱“粮去壳、菜去帮、果去皮、
禽变肉”的简单加工，充分挖掘农食
产品的特色、消费行为与利用方式，
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全产业链经
济价值总量。

“我们希望打好‘旅游牌’，挖掘
消费场景，解决加工产品高同质化
问题。”海南农垦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公司围绕
市场需求，针对年轻化消费群体和
旅游消费场景，推出椰香系列果茶
产品，产品融合了海南特色椰子风
味，制成椰香绿茶和椰香红茶两款
产品，填补市场缺乏热带风味果茶
产品的空白。

无独有偶。针对伴手礼消费需
求，海垦猪业公司围绕“开袋即食”
的使用场景，以本地黑猪为原料，成
功推出了黑猪赤烧等特色新品，丰
富产品供给，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
化需求。

海南农垦各相关企业还将在保
障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产
品形态与消费方式，适应不同消费
层次、群体、场景的需求。通过消费
者需求的升级，倒逼相关企业向营
养健康转型，提高产业的整体水平
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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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8月28日电（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邓钰）“比起普通胶
刀，这把电动割胶刀用起来省力多
了。”8月28日，澄迈县金江镇54岁
的胶农李小燕高兴地展示手中的
胶刀。

她手中的胶刀，是海南天然橡
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橡胶）今年推出的电动割胶
刀。它轻巧简便，重量仅有500克，
便于随身携带，续航时间达到7至8

小时，能够充分满足胶工作业需求，
集轻便省力、易于操作、灵敏度高、
不伤胶树等优点于一身。

近年来，机械化、自动化采胶被
业界认为是实现天然橡胶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海南橡胶坚持科技赋能，积极
推进割胶自动化发展，积极推进割
胶智能化发展。2023年10月，海南
橡胶旗下海南海胶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胶智造公司）的研发

团队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历时1个
多月的调研。他们根据胶工胶农的
割胶习惯和生产需要，对市面上现
有的电动割胶刀产品进行深度优化
与创新升级，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电
动胶刀，并于今年开割季投入测试。

“根据胶工的使用习惯，我们研
制电动割胶刀时，十分注重提升易
用性。”海胶智造公司研发人员陈恩
浩介绍，这款电动割胶刀操作简单，
十分容易上手，能够熟练使用传统

胶刀的胶工，练习1至2天就能熟练
使用。

当前，研发团队已在海南橡胶
部分基地分公司和周边农村开展电
动割胶刀测试实验。初步数据显
示，在满电情况下，这款电动割胶
刀，可连续割 1000 多株橡胶树，受
到了诸多胶工的好评。

“这款电动割胶刀不仅省力，对
于高龄、树皮厚的胶树割胶效果会
更好，也不容易重刀。”海南橡胶红

光分公司红艳片区总辅导员陈良东
表示，以割完400株橡胶树计算，这
款电动割胶刀与传统胶刀相比，节
约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割胶的身体
疲劳感也大幅降低。

此外，这款电动割胶刀还具有
便于维护等特点，日常不需要磨刀，
仅需更换刀片便可继续使用。海南
橡胶已为这款胶刀申请专利，将继
续在胶林一线推广试验，收集反馈
意见，并进一步完善胶刀功能。

海南橡胶新一代电动割胶刀投入测试
仅重500克，续航时间可达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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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
母山镇，海南农垦母山咖啡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有序运转。

“链”上精深加工后，一粒粒
咖啡豆能有“七十二变”，挂耳咖
啡、速溶咖啡、冻干咖啡，令人目
不暇接，不仅让产业更进一步，更
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这样的场景，在海南农垦并
不鲜见。在海南农垦的不同车间
中，人们能看到，山间的茶叶，经
过精深加工注入瓶中，成为方便
携带的即饮茶；新鲜的猪肉，在车
间经过道道工序，制为开袋即食
的黑猪赤烧；田间的青胡椒，经过
腌制等工序，从调料摇身一变成
为可口的下饭菜。

农产品精深加工一头连着农
业、农村，一头连着工业、市场，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集团）坚持“农垦姓农”，
带领旗下企业将延伸农产品精深加
工链条作为农业提质升级的一大引
擎，全力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
尾”增值大文章，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促进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位于海口琼山区的海南农垦胡椒
生产车间，标准化生产线等设施一应俱
全。来自田间地头的胡椒粒，经过研磨
萃取、净化杀菌等多道工序和严密检测
后，变成辛香扑鼻的胡椒制品。

“我们目前有黑胡椒、海盐胡椒、白
胡椒等系列产品，还成功研发出胡椒
酱、腌渍胡椒鲜果、胡椒饼干和胡椒根
等一系列衍生食品，丰富了胡椒的产品
线。”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精深加工加持下，一粒粒胡
椒从过去装在麻袋里兜售的大宗贸易
品，成为舌尖精品。

小胡椒“链”上精深加工，不仅成为
网络爆款，创下了抖音直播间年售近
900万元的佳绩，还实现“出海”，近期签
下2.5吨新加坡订单。

这并非孤例。开发“土特产”多种
功能、深挖农业多元价值，海南农垦用
深加工这把“金钥匙”打开了农产品的
市场大门，让一款款“土特产”成为火热
潮品。

作为我省农业龙头企业，海垦集团
旗下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建起一系列
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基地。

“我们将明确方向，充分打造热带
作物、热带水果、禽畜产品等集群。”海
垦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农垦将结
合现代农业建设和农业品牌创建，建设
结构合理、链条完整、布局优化、主体活
跃、利益联结紧密的海南农垦食品产业
集群。

从多年前的卖“土字号”农产品，到
近年来全链条、新业态加快发展，海南
农垦农业特色产业从发展产品向发展
产业转变，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
变，从发展一产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转变，唱响增收“四季歌”。

产业链条向哪里延伸，精深加工如何破题，
科技是关键变量。做好“头部”农产品的特色化
增值空间和“尾部”精深加工的增值文章，需向
科技借力。

科研院所和高校是农业加工链中创新链的
一环，有助于农产品整体价值链的打造。

8月18日，在澄迈县福山镇，海南农垦300
万只蛋鸡全产业链（一期）项目里，一条从蛋鸡
养殖到鸡蛋包装全覆盖的自动化、智能化流水
线高速运转。

以科技赋能，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海南农
垦海津益佳牧业有限公司与海南大学等相关科
研院校紧密合作，与省内外产业链上下游科研
院所和相关企业协同创新，研发出“叶黄素鸡
蛋”和“藻源虾青素鸡蛋”。

农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再到“舌尖”，科
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海南农垦各企业坚持科技
赋能、挖潜增效，激发农产品科技创新活力。

在海垦好生活超市里，“海垦福猪”系列产
品种类齐全，从传统的猪肉白条，到狮子头、蒜
香排骨等方便快捷的预制菜，再到应季推出的

“海垦福粽”，紧跟市场需求，不断上新。
“产品为王。只有紧跟市场需求，不断推陈

出新，才能持久抓住消费者的心。”海垦福猪贸
易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公司已构建起
多元化产品矩阵，不仅推出多种类鲜肉产品，还
创新开发20余款深加工产品，拓展“新赛道”，
成功研发黑猪椰子饭和腊肠腊肉等多款新品，
极大地丰富了消费者的餐桌选择。今年截至7
月底，“海垦福猪”系列产品销售额已突破200
万元。

科技赋能让延链补链强链效果凸显，企业
竞争力也得以增强，还带动农民共富、品牌效应
凸显、市场前景广阔等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

产业“链”得牢，一批批海南农垦特色农产
品在延链补链强链的助力下，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强了产业，富了百姓。

（本报营根8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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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位于琼中湾岭镇的海垦乌石茶业公司合作生
产车间，工人监督茶叶生产。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位于澄迈县福山镇的海南农垦30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项目，工作人员在挑选鸡蛋。（资料图）

6月27日，在海垦热作产业集团旗下海口东昌胡椒
公司，工人加工胡椒产品。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位于琼中黎母山镇的海南农垦母山咖啡厂，工作
人员在烘焙咖啡。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