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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27届 特别报道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党朝峰
刘梦晓

“太棒了！味道很好！”12月6日，第
27届冬交会现场，在文昌展馆3家糟粕
醋展位前，每天现场免费提供上千份新鲜
烹饪的糟粕醋，搭配对虾、螺肉、猪杂、米
粉等食材，让不少市民游客啧啧称赞。

糟粕醋，这一海南经典本土小吃正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现在无论男女老
少，大家对糟粕醋已经比较熟悉和喜爱，
特别是这两年来，糟粕醋品牌犹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可谓是‘全岛开花 香飘全
国’。”糟粕醋品牌“海岛永芳”创始人张寒
冰说。

张寒冰介绍，糟粕醋已经从海南小吃

发展为火锅底料、调味料，应用于各类食
材。“糟粕醋健康、安全、零添加的特点在
冬交会上受到很多客商的青睐，今天一天
我的微信已经加了十来个客商，希望开展
下一步合作。”

除了文昌馆外，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看到，还有来自海口、定安的糟粕醋商家
也展出了自己的产品。

在定安馆内，“铺前三婆”糟粕醋品牌
颇受欢迎。参展商熬煮了一锅浓郁的糟
粕醋汤底供观众试吃，展位前十分热闹。

该品牌糟粕醋市场经理余金福介绍，
此次参展已将品牌下的所有品类带到现
场，既有供应商超、农贸市场的瓶装醋，也
有可以邮寄到岛外的袋装醋。此外，该品
牌还将海南粉和糟粕醋相结合，打造出糟

粕醋粉畅销单品。
“2023年我们的年销售额达1700万

元，作为一个刚创办不久的糟粕醋品牌，
这让我们对市场很有信心。”余金福说。

临近中午，在海南惠施食品有限公司
推出的“醋理大师”糟粕醋展位前，现场摆
放的10张桌子坐满了前来品尝的顾客。

“一碗20多元，能吃鲍鱼、虾等海鲜，
汤也十分美味，我想了解加盟事宜，在社
区开一家糟粕醋火锅店。”在海口生活的
山东人宋女士找到“醋理大师”品牌负责
人咨询。

糟粕醋为何如此受欢迎？对此，余
金福认为，近年来，海南旅游持续升温，
不少外地游客得以品尝糟粕醋，积累了
一定的市场基础。再加上糟粕醋的独特

风味，尤其是能激发海鲜的鲜味，让食客
欲罢不能。

张寒冰介绍，糟粕醋在近几年的发展
中，针对西北、东北、江浙等不同地域人群
的口感，在酸度、辣度口味上进行改良，逐
渐形成大众普遍容易接受的口味，从而迎
来销量的增长。

据介绍，目前岛内多个糟粕醋生产厂
家除了自有品牌外，还和国内其他省份企
业进行代工或贴牌合作，推出相应的品牌
产品，占领当地市场。

“冬交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现在
人们饮食已经回归清淡、健康，而海南有
着很多这样的好食材，值得我们向国内外
推广。”北京一位客商代表刘先生这样说。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

借助冬交会平台，多家本土参展商推广糟粕醋产品

从海南走向全国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李梦瑶）“麻烦大家排队，一个一个
来。”12月6日下午，2024年第27届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
简称冬交会）白沙黎族自治县展馆内，一
处展台前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惹得工作人
员王玉梅只能时不时提高嗓门维持秩序。

“这里卖的啥，咋这么多人？”见场面
火爆，仍有人不断围上来。

“卖蛋的！”王玉梅赶紧应答，“这可不
是普通的蛋，非笼养能生吃。”

王玉梅所在的快乐的蛋（海南）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并不是首次参加冬交会，
但每次参展，该公司均只带来一件展品：
非笼养可生食鲜鸡蛋。

展品虽少，销量却不少。
“这次我们一共带了3000个鸡蛋，

第一天就卖了 2000 多个，根本不够
卖。”王玉梅打开微信好友列表，连续滑
动了好几下，均是这两天在冬交会上加
的新朋友，“都是想找我们长期订蛋的
顾客。”

但她也发愁：“我们生产的鸡蛋根本
不够卖。”王玉梅的话不假，就在几天前，

快乐的蛋（海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刚刚
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请了一批鲜鸡
蛋供应香港，共计4.32万枚。

一枚鸡蛋，为何能卖得如此火？
到访该公司位于白沙细水乡的养殖

基地，可以找到答案：与传统的笼养蛋鸡
不同，该基地采取非笼养的“福利养殖”
模式，把鸡从束缚的笼子里解脱出来，让
它们可以自由活动，喂料、饮水、鸡蛋分
级、粪污收集加工、温控等工序也均实现
自动化。

“高福利养殖就是让鸡生活得更舒

服更健康，健康的鸡才能产出健康的
蛋。”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
基地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研究员佟建明合作成立工作站，
研发无抗养殖饲料营养技术，让蛋鸡吃
得更健康。

“白沙生态环境好，温度、湿度都十分
适宜发展蛋鸡养殖产业。”该负责人介绍，
如今，该公司还以“企业+政府+村集体经
济+农户”的模式参与乡村振兴，正帮助
越来越多周边农户闯入蛋鸡养殖这一“传
统产业”的“新蓝海”。

白沙可生食鸡蛋走俏冬交会

有何热销密码？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孙慧）自动巡田的农业遥感无
人机，手机操作就能割胶的机器人……
在今年的冬交会上，不少智慧农业装备
纷纷亮相，让不少观众感叹：现代农业发
展越来越有“科技范”！

在2号馆的廷捷智蜂展位，一台通体
漆黑，外形酷似“坦克”的机械设备颇为
吸睛；除此之外，周边还有数台黑黄色相
间，同样装有履带的大型机器也吸引了
观众的注意。

“这是我们推出的首款多功能履带
果园植保机器人，它突破了果树环境定
位导航、全电控行走机构及控制、非视距
监管及控制等关键技术，填补了国内果

园领域纯电动智能植保的空白。用这一
台机器人，就能够实现割草、施肥、运输
等多项植保作业。”廷捷农业机器人（海
南）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张丹梅介绍，今年
9月，这款“智蜂-500”就曾亮相第20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获得国内外客商的
关注与肯定，希望通过本届冬交会，这款
产品能获得更多青睐。

解放人工的机器人还不止这一台。
本届冬交会上，由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割胶机器人
也吸引眼球。这款割胶机器人固定在树
上就可全自动进行割胶作业，2分钟割一
刀，割胶工艺达到一级胶工水平，胶农通
过手机APP就能控制它。目前，割胶机

器人已经在海胶集团旗下多个作业区推
广使用。海南橡胶工作人员介绍，在胶
工短缺、年龄老化的情况下，革新割胶的
设备和方式势在必行。

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物联网、人工
智能、5G应用等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
农业生产当中，为不同的农业场景装上
了“智慧大脑”。

在中电科国海信通展厅，海洋上“碧
波荡漾”，菜园蔬菜“长势良好”，水稻田
里“一片金黄”，果园里“硕果累累”，这些
人工模拟设置的农业生产场景旁边，有
电脑显示在实时监控下，各类农业生产
数据，如农业气象数据、土壤墒情数据、
水位水质数据、蔬菜市场价格数据等各

类信息。
中电科国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

司软件研发部主任李家兴介绍，该企业
通过布设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农业
物联网传感器装备，打造智慧农业生产
场景；同时通过信息技术，详细呈现了农
业生产的各类环境要素指标，便于精准
施策，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农民解放
双手，在种植环节节省精力，让精力可
更多地放在销售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上。”李家兴表示，接下来，该企业将持
续深耕农业领域，打造更多智慧农业标
杆示范项目，用信息化、数字化赋能农
业农村农民。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彬

“这些‘海南鲜品’伴手礼的设计真漂
亮，赶紧来打个卡！”冬交会开幕两天以来，
位于登录大厅里的“海南鲜品”伴手礼专区，
引来不少人驻足拍照打卡。与此同时，“海
南鲜品”限定超萌公仔免费领取等活动，也
让现场观众排起了长龙。

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以“海南鲜品”为
统领的品牌矩阵，截至目前共培育了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56个、企业品牌55个、产品品
牌50个，授权使用“海南鲜品”企业90家，海
南特色品牌农产品在全国的美誉度、知名度
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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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引领
“海南鲜品”抱团壮大

逛过今年冬交会的市民游客，对“海南鲜
品”这一省级区域公用品牌的形象标识都不会
陌生。走在全产业链展馆里，“海南火龙果”“海
南芒果”“海南蜜瓜”“海南咖啡”“海南雨林大叶
茶”“海南好米”等展区非常醒目，“海南鲜品”的
标识元素随处可见。

与往届冬交会不同的是，这次“海南鲜品”
又有了新的玩法。今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开
展“海南鲜品”伴手礼产品甄选活动，首次评出
南国尊品伴手礼盒、潭牛椰子鸡套餐、陨坑茶民
族风礼盒等25款“海南鲜品”伴手礼产品，并在
本届冬季会上占据“C位”集体亮相。

“这些伴手礼产品被摆在冬交会现场醒目
位置展出，对于企业的品牌形象宣传有非常大
的帮助。”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经
理杨海永表示。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多次组
织企业走出去，到广州、深圳、长沙等城市进行

“海南鲜品”品牌推介，全国各地的采购商、代理
商等对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表示出了浓厚兴
趣，这次冬交会上又有很多老客户过来洽谈商
机。

作为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
品”通过统一的品牌标识、形象和口号，将全省
众多优质农产品聚合起来“抱团”发展，形成品
牌聚合效应，引领“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
产品品牌”矩阵不断壮大。

如今，随着我省各市县和企业越来越重视
品牌建设，“椰城香见”“陵水珍鲜”“昌廪食”“保
亭柒鲜”等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不断涌现，带动当地农产品“涨身价”“畅
销路”。

“品牌建设过程中，质量始终是第一位的。”
陵水农投集团总经理王晖表示。为了不断提升
陵水圣女果的品质和品牌，陵水农投集团生物
发展有限公司每年面向全球征集480多个圣女
果品种，筛选出优质抗病、抗逆性强、口感好、糖
度高、外观靓丽、商品性好的优良品种。此外，
公司重视与南繁科研单位开展合作，并制定了
圣女果标准化技术规程，采用绿色综合防控技
术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产品质量有了极大提
升。

融合发展
提升企业品牌竞争力

桥头地瓜、福山咖啡、澄迈山茶油、澄迈福
橙……走进冬交会的澄迈展馆，琳琅满目的特
色农产品，显示出澄迈县农业品牌发展的厚实

“家底”。
澄迈良好的农产品资源，也为当地企业的

品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澄迈“新农人”王雅
丽用了近10年时间，逐渐在岛内外打响了自己
的“凤梨部落”品牌。

“一家企业如果没有品牌，单纯依靠传统的
销售模式，随着行业发展的激烈竞争，很难走得
长远。”王雅丽认为。而如何做强企业品牌？她
有自己的探索，那就是产业融合发展。除了做
好田间地头的种植供应服务，王雅丽还十分关
注凤梨产品的深加工，目前“凤梨部落”不仅有
鲜果凤梨，还有凤梨酒、凤梨酥、凤梨果干等多
种加工产品。

“通过品牌建设，近5年来，我们的凤梨鲜
果价格提升了两倍，而加工成凤梨酥能提高5
倍，加工成凤梨酒能提升10倍。”王雅丽说，公
司的凤梨相关产品销售额提高了5倍，年产值
达500万元。

依靠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企业品牌竞
争力，除了“凤梨部落”，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正
在探索这一路径。

在12月6日冬交会现场举行的万宁兴隆
咖啡品牌招商推介会上，正大（海南）兴隆咖啡
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柯鹏分享了该公
司的经验做法。

兴隆华侨农场咖啡厂成立于 1952 年，
2021年底，正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对园区做了升级改造，打造成兴隆咖啡·正
大产业园。

“我们将把园区跟文旅进行深度结合。”柯
鹏介绍，园区通过“前店+后厂”模式，将会打造
成集咖啡工业旅游、咖啡贸易与深加工为一体
的观光式产业园。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

自动割胶器、果园植保机器人、智慧农业生产场景……

来冬交会，感受农业“科技范”

① 12月 6日，冬交会乐东
展馆，非遗技艺酿造的山兰酒吸
引市民前来品尝。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② 在冬交会现场，“海南鲜
品”限定超萌公仔免费领取活动
受到欢迎。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③ 彩色的鱼苗展示吸引不
少观众的目光。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我省加快构建
以“海南鲜品”

为统领的品牌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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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云集 体验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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