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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清晨，辽宁省东港市椅圈镇
马家岗村汇心草莓合作社一派繁忙，采
摘、检斤、装箱、装车。种植基地外面几
十辆货车随时待命，装满就走，发往全
国。“一颗成熟的草莓被采摘下来后，就
迅速进入倒计时：15℃以下可以存放两
天，36 小时后腐烂率将达到 17%。”辽宁
汇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就和 200
多户社员一起从事这种娇贵农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草莓每天不是坐专车就是坐
飞机”。

2016 年，东港市草莓生产面积达到
19 万亩，产量 47 万吨，分别占全国草莓
面积、产量的 6.4%、12%，总产值达 49 亿
元，牢牢坐稳“中国草莓第一县城”。全
市 9万户农民、2000 多名经纪人，以及上
百家企业从事草莓生产、加工和商贸，年
出 口 草 莓 制 品 近 4 万 吨 ，出 口 创 汇 达
3500 多万美元。农民年人均草莓收入
9423元，占农民总收入的 60%以上。

掌握核心技术
建完整产业链

东港市位于辽东半岛东南端，南临
黄海，海上的温湿气流和山区冷湿气流
交汇形成独特的小气候，素有“北国小江
南”之美誉。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较
大，土壤氧化还原反应剧烈，不仅为有益
菌群、微生物群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
然环境，还有利于土壤中微量元素的产
生和植物有机物质的合成和积累，为草
莓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

然而，要想做大草莓产业，光靠良好
的自然条件是远远不够的。陈元新是东
港市前阳镇农民，1997 年他刚开始种植
草莓时，才有十几亩地，“瘪卡卡，艮啾啾
的，果子味道不好，也没有销售渠道，更
别提卖上好价钱了”。

上世纪 90 年代，东港草莓产业处于
小规模、家庭式的生产经营状态，全市草
莓栽培面积仅 2 万多亩，总产量 5 万多
吨，总产值 3 亿元左右。草莓的销售基
本依靠一家一户的地摊销售。

就在这时，东港市在长山镇组建了
东港草莓研究所，主攻技术关。100 多
名草莓科技工作者常年活跃在田间大
棚，为草莓质量安全提供了可靠的技术
支撑。全市草莓生产完全按出口草莓种
植标准、加工技术规程等一系列技术标
准执行，为东港草莓走向世界提供了安
全保障。东港草莓研究所还从日本、意

大利、西班牙等国引进草莓专家，在为东
港草莓注入最先进科技元素的同时，也
让东港在种苗生产、草莓种植管理技术
方 面 领 先 全 国 。 东 港 草 莓 研 究 所 于
2012 年被辽宁省科技厅批准更名“辽宁
草莓科学技术研究院”，这是全国县级成
立的首家省级草莓科学技术研究院。

“我们的科研基地内，一字架立体栽
培模式、物理生物防控技术、光照补充调
节技术、杂交品种选育等科研成果日趋
成熟，并逐一推广到农户的大棚里。”辽
宁草莓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王春花说。

为了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生
产，东港市引导种植大户通过反租倒包
等形式，在所有乡镇都建设了高标准示
范园区，同时为农民提供全覆盖的科技
培训。如今，东港市的草莓种植户几乎
个个都是技术员。

“你瞧，我这大棚里种的是草莓脱毒
种苗，铺设的是滴灌带，垄上覆盖着黑
膜，棚顶悬挂的是硫磺熏蒸防治白粉病
的吊袋，加上自动温控系统的运用，种出
的草莓个大、色亮、形美、味佳。”椅圈镇
李家店村的孙立军说起草莓种植、管护
技术头头是道。

从“拿来”国外技术到引领世界草莓
技术，从成立全国首个草莓科技研究院
到加快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乡镇科技
培训全覆盖，东港草莓产业掌握了核心
技术。

为壮大产业，东港还努力推动草莓
产品向精深加工发展。多年来，东港市
重点扶持了广天食品、永明食品、东大食
品等一批草莓深加工企业，草莓产品已
形成罐头、果脯、果酱、果酒、果粉等 10

余个系列 30 多个品种。目前，东港市有
草莓深加工企业近百家，产品不仅销往
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新加坡、日本、韩国、
俄罗斯、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我们拥有自有草莓种植基地，同时
每年也与农户进行订单收购，占公司加
工需求量的六成。”辽宁广天食品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娇说，在个别年份遭遇不
利市场行情时，公司始终坚持与农民的
订单收购，为的就是保护农民的种植积
极性，维持东港草莓产业的活力。

如今，东港市草莓产业已构建起“企
业+农户+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农户”
等生产模式，形成了集生产、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种植户在家门
口就能将草莓卖个好价钱。

加大电商营销
开展人才培训

“往年同期，我们主要靠线下渠道营
销。今年加大了电子商务营销力度，通
过各种电商平台开展线上销售，尤其加
强与电商巨头的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有 190 多户成员的马家岗草莓公社
理事长于和春告诉记者，他们主要是整
车配发草莓，同时也接线上订单，整车配
发地主要是长春和哈尔滨。

经过几年的探索发展，以草莓为代
表的电商产业正成为东港市农业供给侧
改 革 和 促 增 长 、惠 民 生 的 新 动 力 。
2015 年东港市举办了全国草莓微商大
会，通过微商的作用，将东港草莓销往全
国，打响知名度。2015 年底，东港政府
与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东港网库草莓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该公司建立的中国草莓产业网正式上
线运营，该网站聚集了大量草莓产业相
关信息，以及草莓上下游产品，旨在以东
港草莓产业为中心，聚合全国草莓及其
上下游相关企业，打通草莓产业链。

在第 12 届中国草莓文化节上，东港
市政府与京东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就地理标志性产品电商上行、农
村电商发展、电商人才培训、互联网金融
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

从去年初开始，东港市开展了大规
模的电商宣传和培训工作，全市参加培
训近万人次，东港青年创业热情空前高
涨。截至今年 6 月，全市已建设 3 个电商
产业园、5 个电商平台、18 个乡镇级电商
服务中心、162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各类
网店达到 15000 多家，电子商务交易额
突破 30 多亿元，解决就业 20000 多人，
东港已通过工商注册的电商企业，猛增
到 270多家。

“通过电商特色营销渠道，草莓的利
润空间较传统模式高出 50%以上。”东港
一家浆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告诉记者。
虽然东港今年草莓亩产有所下降，但产
值却明显增加，且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
80%。东港市电商办常务副主任刘正卿
感叹，“互联网+特色农业”正在为传统农
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草莓销售火爆，不仅让草莓商和果
农尝到了甜头，东港市各家物流运输企
业也在销售大潮中获利良多。全市 20
多家快递物流企业，每天将东港草莓源
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每天仅由顺丰
速运寄出的东港草莓就有 2000斤左右。

产业总产值达49亿元——

东 港 草 莓 何 以 走 向 全 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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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山东聊城市阳谷县阿城镇鲁阳蔬菜合作社社员

正在给通过电商销售的有机西葫芦装保鲜袋。

近年来，阳谷县注重引导农民探索“互联网+”模式，

逐步完善县、乡、村 3 级电商网络体系，使优质有机蔬菜

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在丰富市民菜篮子的同时，有效

缓解了当地农民卖菜难问题。 陈清林摄

地处豫东平原的河南
省周口市扶沟县，是著名抗
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的
故乡。早在 1927 年 3 月，该
县即成立了党组织，为夺取
红色革命政权，开始领导武
装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陈毅、彭雪枫、王定
烈等著名革命家、军事家，
多次来到扶沟开展革命活
动，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
和珍贵文物。

近年来，扶沟县深入挖
掘红色文化内涵，充分发挥
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打造了
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红色
旅游线路。目前，吉鸿昌将
军 纪 念 馆 、吉 鸿 昌 烈 士 故
居、塔湾烈士陵园、“筑路英
雄”张福林烈士事迹陈列馆
等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连点成线，吸引着
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
日羞⋯⋯吉鸿昌烈士视死
如归的精神令我震撼！我
带着孩子来学习抗日英雄
的事迹，就是要让他知道今
天的幸福生活多么的来之
不易，从而树立远大理想报
效祖国。”来自驻马店市遂
平县的游客刘丽说。

为进一步打响红色旅游品牌，扶沟县把发展红色旅
游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科学规划设计、精
心组织实施，倾力把扶沟打造成豫东地区红色旅游集散
中心。

在塔湾革命烈士纪念塔前，记者见到了 10多位来自
洛阳市的老年骑行爱好者，并和领队刘援朝攀谈起来。

“我今年 65岁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对革命军人的情怀
却越发浓烈。我们听说扶沟县打造了一条红色旅游线
路，便结伴骑行到这里，看到了吉鸿昌将军的塑像和塔
湾的无名烈士墓，我们要向他们敬礼。”

据介绍，自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开通以来，扶沟县已
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累计接待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 170 万人次。让游客在休闲度假的同时，学
习英烈事迹，回顾历史瞬间，激发爱国情怀。

“红色旅游正逐渐成为扶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红色旅游有助于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增强造血功能，提
高人力资源素质，改善生态环境，这些综合带动作用将
全面促进扶沟经济社会发展。”扶沟县委书记卢伟说。

河南扶沟

：

打响红色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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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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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生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深圳市龙华区日前通过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全国时尚服饰产业知名品牌
示范区”现场验收。近年来，深圳龙华时尚服饰产业快速
发展，已形成品牌集聚效应，80%的龙华服装生产企业有
自有品牌，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6 个、广东省名牌产品 11
个、广东省著名商标 9个。

截至目前，龙华服装自主品牌的行业产值比重由上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不足 5%上升到约 85%，其自有品牌由
不足 50 个增长为 301 个。示范区内 3 家骨干企业歌力
思、卡尔丹顿和艺之卉的品牌价值分别为 10.02 亿元、
5.65亿元和 2.1亿元。

在大浪时尚创意城，许多品牌企业引进了 ISO9001、
ISO14001、OHSAS18001 等国际标准，按国家强制性标
准和行业技术要求建立了内在质量控制、制程控制、不合
格品程序控制、外观检验等质量控制体系，默根服饰、百
丽等企业参与了 11 项国家标准的制定，部分企业还引进
了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5S 及六西格玛管理模
式，产品质量稳步提升。2016 年上半年，示范区内 20 家
知名品牌企业共同参与设计了“大浪服饰”集体商标，并
已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标志着区域品牌建设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据悉，示范区企业还抱团走出国门，积极
参加国外四大时装周，歌力思在纽约时装周举办了专场
时装秀，开辟了中国品牌服装以主角身份参加外国著名
时装周的先河。

深圳龙华区：

时尚服饰产业形成品牌效应

上图 采摘下来的草莓要在第一时间包装、运

输。图为草莓种植农场工人对草莓进行筛选和包

装。

左图 草莓种植基地发展生态旅游，吸引游客

采摘。

王思仲摄

山东阳谷：

“ 蔬 菜 触 电 ”销 四 方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但长期
以来，县域一直是银行业服务的短板。“以

‘三农’和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县
域中小法人银行不发达，造成金融服务供
给与经济结构上的偏差，县域存贷比偏
低、资金外流、储蓄向投资的转换率低，不
仅县域实体经济得不到有效资金供给，同
时也抑制了银行业的自身发展。”在银监
会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湖南银监局
副局长唐智杰如是说。

他表示，一般情况下农村的资金需求
得不到有效供给，越供给不足，就越吸引
不了资金，长此以往，必定会形成恶性循
环，造成农村资金“缺血”“缺氧”，形成“富
的地方越富，穷的地方越穷”的马太效
应。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想方
设法从源头提供更多的资金，培育自身

“造血”“造氧”的功能。
为加强和改进县域金融服务，湖南从

体制上打造“门当户对”的县域金融服务

供给结构，重点是在鼓励大型银行加大县
域金融服务力度的同时，突出法人导向，
加快构建“一县两行”，即在每个县改制组
建一家农村商业银行、设立一家村镇银
行，支持做优做强“当地人民自己的银
行”，促使“当地的钱留在当地”“当地的资
金用在当地”。

为进一步落实“一县两行”，湖南还通
过强力推进农信社股改、大力培育村镇银
行等措施，完善县域银行服务供给结构体
系。数据显示，2016 年末湖南全省开业
农商行 93 家（合计重组农信社 111 家）、

批筹 3 家、剩余 6 家已完成清产核资或正
在申筹。

“要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新
的竞争力量介入，既注重发挥农商行县域
金融主力军作用，又注重村镇银行的‘补
位’和‘激活’作用，‘两行’既相互竞争又
相互配合。”唐智杰表示，为此，湖南银监
局制定村镇银行培育发展 3 年规划，多措
并举支持省外符合条件的银行业机构、省
内符合条件的农商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
村镇银行。2016 年末，40 家村镇银行覆
盖 47个县市，县域覆盖面达 54%。

此外，针对长期以来县域资金“虹
吸”现象，湖南银监局于 2014 年制定出
台 《关于湖南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置的指
导意见》，将既有机构存贷比 40%、新
设机构存贷比承诺达到 50%以上作为新
设县域分支机构的前置条件，遏制资金
外流。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湖南省的县域
资金供给有效增加。2016 年末，湖南省
87 个县市贷款余额 8048.7 亿元，2010 年
以来年均增速 19.6%，高于全省 3.95 个百
分点；存贷比 48.5%，比 2010 年末提高
3.6个百分点。

“两行”提升县域存贷比效果明显，把
钱更多地用于当地。实现“一县两行”的
47 个县市近 6 年新增存贷比为 53.8%，高
于其他县市 10.1 个百分点，余额存贷比
51.1%。宜章、醴陵、双峰等较早实现“一
县 两 行 ”的 10 个 县 市 余 额 存 贷 比 达
63.7%。

湖南补足银行业服务县域经济短板——

“一县两行”让当地的资金用在当地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湖南从体制上打造“门当户对”的县域金融服务供给结构，在每个县改制

组建一家农村商业银行、设立一家村镇银行，既注重发挥农商行县域金融主力

军作用，又注重村镇银行的“补位”和“激活”作用，“两行”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配

合，促使“当地的钱留在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