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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香”一个大产业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广东三件宝：陈皮、老姜、禾秆草。正如岭南俗语所说，陈

皮是许多“老广”人家秘藏的宝贝。煲糖水，切几丝；炖老鸭，

丢几块⋯⋯既提鲜解腻，又燥湿化痰。近两年，原本被“珍藏

密敛”的陈皮，忽然一夜风靡市场。“加点陈皮”，不再仅是外婆

们的厨房绝技，而成了年轻人手里的“网红”小零食、商务人士

会客厅中的健康茶饮、高铁站和机场内热销的特色礼品⋯⋯

陈皮的市场流转、“陈皮+”的风靡，正撬动一个 10 倍于陈

皮本身的香喷喷的大市场。

“我们预测，在广陈皮产地江门市新会区，陈皮市场不会

超过 100 亿元；但有了‘陈皮+’概念，它可以做成一个 1000 亿

元以上的市场。”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东

说，陈李济在 2015 年启动了“百年陈皮”大健康产业，陆续研发

上市了陈皮茶饮、休闲零食、滋补膏方、中药饮片等“陈皮+”系

列产品，探索将陈皮从传统的“入药”和“入膳”消费场景中引

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岭南首家中药行业博物馆——陈李济博物馆内的“陈

皮+”产品体验区，抿一口茶艺师递上的果香馥郁的柑普茶，品

尝陈皮红豆沙月饼、陈皮山楂条、陈皮紫苏梅等精致小茶点，

满口清香。

在 陈 李 济 博 物 馆 二 楼 ，记 者 见 到 了 陈 李 济“ 镇 厂 之

宝”——典藏 183 年的陈皮，在百年光阴中日复一日地自然陈

化，仿佛拥有生命。据讲解员讲述，成立 421 年的陈李济是吉

尼斯纪录认证的“全球最长寿药厂”，几百年来，每逢新会冬柑

上市，都会派人大量收购柑皮，标明年号，运回省城，存放于二

楼果皮仓。楼下则制作蜜丸，煮蜜不断，蜜香四溢，果皮受长

期熏蒸形成独特性状，因而陈李济陈皮名闻天下，在清代成为

御用贡品。1915 年广州大水灾，陈李济义卖百年陈皮赈济灾

民，一两陈皮一两金，权贵富贾仍争相购买，传为佳话。

陈皮金贵，在于地道的原料、地道的工艺、足够的年份和

恰当的储存。人们愿意为“陈皮+”里那一点点陈皮买单，付出

的是信任，买的是健康。然而，随着近年来陈皮市场大热，以

次充好的现象多起来。有人以人工催化冒充自然陈化，更有

人将成车的陈皮运至核心产地新会，被发现后企业名声扫地。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时代赋予传统中医药产业的机

遇，走在“陈皮+”跨界路上的陈李济，深感“守正”需要定力，

“创新”更费思量。

守正，是“陈皮+”做大的根本。深谙此理的陈李济，为守

住“古方正药”下了大功夫。走进陈李济制剂大楼，醇香扑鼻

而来，楼上是年产量一亿多粒的“大蜜丸”的生产车间，楼下则

是陈皮炮制室、陈化室。据介绍，陈李济在启动“陈皮+”大健

康战略之时，便恢复了传承百年的古方秘制工艺，并使其适应

现代大规模生产。为确保选料地道，陈李济与新会区政府达

成了合作意向，在核心产区中辟出 1 万亩大红柑种植基地，并

着手制定从种植端到工艺端的完备标准体系，以标准“护航”，

让百年老字号与地理标志产品的属性更明晰。

创新，则是一道选择题。“陈皮+”，加什么？跟谁加？怎么

加？每一步都需要摸索。陈李济的原则是“经典对经典、地道

对地道、专业对专业”。

关于“加什么”，其实选择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用日常

最经典的季节性食材，做出的新品才易于推广。还需要反复

试验，实现工艺上的匹配。比如，我们研发的陈皮山楂条，以

山药、桑葚、枸杞等多种药食同源食材配伍，不加防腐剂，市场

接受度很高。”陈李济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纯雄说。

至于“跟谁加”，陈李济的合作伙伴多为老字号和核心产

地，看起来“门当户对”，内里追求的则是经营操守上的“三观

一致”。

每到中秋，陈李济独家配方的陈皮月饼都早早售罄，这与

其挑选的生产方——广州酒家集团密不可分。“同为中华老字

号，广州酒家是正宗广式月饼的代表，专业诚信。”孙东说。而

陈皮与茶的结合更是经典。陈李济的陈皮茶系列产品目前销

售额已过亿元，秘诀就在于“地道对地道”，以柑普茶为例，采

用新鲜的新会大红柑，开孔后挖出果肉，填入道地云南普洱熟

茶，晒制烘干后陈化而成，滋味甘醇，广受好评。

在陈李济看来，做好“陈皮+”不能贪多，更不能贪快。在

车间闻到醉人的果皮香，记者不禁浮想跨界精油、香氛的种种

可能。“这些作为头脑风暴没问题，但当下我们还是要聚焦专

长，量力而行。”孙东说。事实上，“逐年增值”的特性早已赋予

陈皮金融属性，但手握“百年陈皮”的陈李济却不碰金融。“如

果连我们都做金融产品，就把产业给做死了。”陈李济文化宣

传部部长王晓斌说，“‘陈皮+’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不只靠我们

一家，大家一起做，产业才能壮大。”

“陈皮+”的探索为中医药走进普罗大众打开了一片天地，

也带动了陈皮产业的发展，实现了“小陈皮、大产业”的跃升。

陈皮是时光的产物，“陈皮+”产业的成熟也需“文火慢

炖”，熬出文化味道、健康品质，才能历久弥香。目前，陈李

济已在全国各大城市建起了近 40 家陈皮养生茶道馆，以茶

道的消费场景推动“陈皮+”的市场渗透。“我们的古方正

药已走遍全中国市场，‘陈皮+’大健康概念也要走出去，

把岭南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带给更多人。”孙东说。

内 河 游 轮 驶 向 远 方
本报记者 张 雪

清风拂面，凭栏远眺，两岸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游轮

游，特有一份惬意在其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邮轮游一直处于“停摆”状态，

相较之下，内河游轮游的情况更为乐观。

今年以来，以长江航线为代表的内河游轮游市场不断传

来好消息：由携程包船的“长江游轮——美维凯珍号”开航；高

端豪华游轮“长江叁号”下水；多家游轮公司重启重庆—上海

航线⋯⋯游轮企业围绕产品、服务、营销等诸多方面苦练内

功、提质升级，让整个行业焕发勃勃生机。

作为颇具特色的细分市场，未来，内河游轮游或许会带给

游客更多惊喜。

需求走旺

打开携程、飞猪等在线旅游平台搜索游轮游，长江三峡+

重庆、长江三峡+宜昌等线路的旅游产品颇为丰富，既有跟团

游，也有半自助游产品，游览时间以 4 天 3 晚到 5 天 4 晚为主，

售价集中在 2000 元至 4000 元之间。

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内河游轮游几度按下“暂停键”。

今年，从 3 月底全面复航开始，长江航线游轮游市场表现出较

旺的市场需求。

据重庆游轮中心消息，从 4 月中旬开始，“五一”假期的船

票已是供不应求，船票价格大幅上涨，重庆—宜昌航线豪华游

轮标准间船票均价达到 2800 元/人左右，最高 3800 元/人，比平

时上涨了 30%以上。上半年，长江三峡游船共计发班 2083 艘

次，为 2019 年同期的 81.30%，其中，豪华游轮发班 1166 艘次，

经济型游船发班 917 艘次；共计完成客运量 41.06 万人，为 2019

年同期的 83.85%，其中，豪华游轮完成客运量 25.99 万人，经济

型游船完成客运量 15.07 万人。

携程旅游国内业务副总经理韩琳介绍，6 月 28 日开航的

“长江游轮——美维凯珍号”，是疫情发生后携程首次发起的

长江游轮包船项目，其销售的火热程度远超她的预期。“距离

首航日还有一周时间，全船 378 个名额就已全部售罄。”她分析

说，“从需求方来讲，受疫情影响，国际邮轮游等出境游一直停

滞，很多消费者将需求转回国内内河游轮游市场，其中长江航

线是最经典的线路。从供给方来看，很多开展国际邮轮业务

的公司迫切需要打开内河游轮游的市场。供需双方一拍即

合，内河游轮游极具热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韩琳还观察到两个有意思的消费现象。一是，中老年游

客一直是内河游轮游的主力消费者，多年占比在 50%以上。与

以往更看重性价比、愿意选择中低端产品相比，现在的中老年

游客更愿意多花钱获取更友好的服务。二是，有更多的中青

年、亲子家庭加入内河游轮游，他们倾向选择更好的房型和楼

层等。“此次报名携程游轮的用户中，行政房以上的高级房型

里面，青年家庭、亲子家庭占据六成以上。”韩琳说。

行业升级

“游轮作为交通工具在长江航行已经有很长的历

史。”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黄璜介绍，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的便捷化程度

提高，游轮作为交通工具的属性慢慢淡化，交

旅融合成为趋势，游轮的旅游功能逐渐强化。

韩琳回忆，“三峡游”是内河游轮游最经

典的代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

行，最初游客以外宾为主。2000 年以后，

国内游客数量已超过国外游客。2019

年以来，长江航线上有载客量在 600 人

左右的豪华游轮下水，把内河游轮游的

档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为了吸引国内游客，各大游轮公

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创新，开

辟新航线、新产品，提升服务，促进了

行业整体的转型升级。

以往长江游轮多数投放在重庆

—宜昌航线，而现在，重庆冠达世

纪游轮有限公司新开了重庆—

万州、重庆—武汉、重庆—上海

等新航线；重庆长江黄金游轮

有 限 公 司 也 增 设 了 重 庆 — 木

洞、重庆—武隆、万州—巫山—

万州三条市内短途航线⋯⋯

“总体来说，以往内河游轮

游船上活动的丰富程度和海上

邮 轮 是 有 较 大 差 距 的 。”黄 璜 说 。

不过，现在各游轮公司正在改变这一点，努力在产品设计上

下功夫。比如，武汉扬子江公司总统七号游轮在重庆—上海

航次上推出话说长江、诗词歌赋、三国文化、长江之夜四类主

题活动；世纪游轮推出沉浸式定制化游轮剧本杀活动⋯⋯一

系列创新举措，提升了行业的服务水平。

深挖潜力

去年，重庆冠达世纪游轮有限公司推出了一款“江山如此

多娇”重庆—上海全揽长江产品，这款产品售价 18880 元起，行

程长达 15 天。因其价格远超内河游轮游的平均水平，一经推

出市场就受到了市场广泛关注。今年 6 月 12 日，该公司旗下

的世纪传奇号再次开启这趟行程。

“市场会对产品做出判断，它的出现说明内河游轮游的市

场需求进一步细分。”黄璜说。记者注意到，这趟航程一价全

含，游客将游览 7 个省市，品味三大菜系美食，漫游九大历史名

城和八大 5A 景区。从游览体验来说，内河游轮游的航行模式

的确留给了游客们充分的时间去体验岸上的行程，结束观光

再返回游轮，休息之后又接着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海上邮轮本身可以作为独立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内河游

轮往往不能，需要和岸上的旅游资源整合。”黄璜说，长江沿线

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未来内河游轮游想更好地发展，需要加

强创新，用更好的旅游产品把这些资源串联起来。

韩琳则认为，目前长江航线的游轮游亟需改进上岸游览

的体验，很多景区、旅行社的服务和消费者的期待有差距。除

此以外，游轮上的整体服务水平还可以再提高，虽然游轮又被

称为移动的酒店，但和很多陆地酒店的服务相比还是有较大

差距。

黄璜判断，未来的内河游轮游市场还将进一步细分。“国

外的内河游轮游，除了一般的大船游览，还有很多满足不同需

求的特色小船游览产品。目前内河游轮游集中在长江航线，

但珠江航线等也都具备内河游轮游的条件，潜力值得进一步

挖掘。”黄璜说。

怎样才能行稳致远

来

洁

乘船而行，观长江三峡的

壮美、桂林漓江的秀丽⋯⋯内

河游正在脱胎换骨，也成为沿

岸省份旅游发展的新动能。长

江航线的世纪游轮官宣：从 9

月 11 日开始复航。

虽然疫情的反复让内河游

市场多次“搁浅”，今年 8 月蓄

势待发的复苏也一度被按下了

“暂停键”，但可喜的是，很多内

河游的企业并没有荒废时光，

而是苦练内功，在游船的升级

改造、旅游路线的丰富拓展、细

分市场的深入挖掘、船上活动

的创新设计等方面，下了真功

夫。这些都将有助于内河游告

别以往中低端的老模样，焕发

出 新 魅 力 ，赢 得 更 大 的 市 场

空间。

不过，内河游要想行稳致

远，还需在三个方面精益求精。

首当其冲的是做好疫情防

控。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内

河游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游船

免疫屏障”，切实保障游客健

康。在相对封闭的船舱空间

内，要按照严格的防疫规范，进

行防疫隔离、空调通风、舱室设

置等多方面的改造，这来不得

一丝马虎。

其次，提升品质已经成为

内河游的发展方向，但是品质

不等于过度豪华，还应立足国

情，兼顾大众消费。与报价动

辄几万元的境外邮轮游不同，

内河游的主力消费者一直是中

老年游客。近年来，为拓展市

场、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游船档

次大幅提升。在提质升级的过

程中，要把握好高端消费与大

众消费的平衡，精准研究不同消费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提供更到位、更丰富的选择。

再次，内河游要想行稳致远，最关键的是服务。

游客看的不仅是波澜壮阔的水、苍翠欲滴的山，更念

念不忘的是沿途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内河游船，

更应“串珠成链”，把沿岸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

如何在有限的岸上游览时间内，让游客们不再急

匆匆地走马观花；如何高效地统筹好丰富的岸上文旅

资源，让游客们更方便、更深入地看到最美的景、尝到

最正的味、感受到最温馨的服务⋯⋯这需要游船企

业与沿线港口、景点、旅行社等多方的深入合作。

事实上，做好游船交通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

和开发利用，也是内河游目前提升品质亟待破

解的最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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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7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兵书宝剑峡水域附近，游轮从

花果同树的脐橙园前经过。 （视觉中国）

位于广州市北京路的陈李

济陈皮茶道养生馆。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