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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视野以国际视野走精品路线走精品路线——

椰岛咖啡告别孤椰岛咖啡告别孤芳自赏芳自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伟伟

江西德安以花为媒发展赏花经济——

花 开 如 虹 客 自 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

3 月以来，随着气温回暖，江西省九江

市德安县境内百花齐放：袁家山七彩油菜

花田、塘山乡万亩野樱花以及高塘乡万亩

苗木林的杏梅、海棠、玉兰花⋯⋯各种花卉

竞相开放，纷纷进入最佳观赏期。

近年来，德安县依托绿水青山资源优

势 ，大 力 发 展“ 赏 花 经 济 ”，积 极 探 索“ 赏

花+”模式，推出“赏花+研学”“赏花+采摘”

“赏花+轻徒步”等复合型赏花旅游线路，最

大限度拉长多元化产业链条，不断把“赏花

经济”和乡村旅游进行无缝对接，成功打造

出以花为媒的消费新亮点。

在江西袁家山科普教育基地，30 余亩

七彩油菜花田游人如织。基地负责人袁定

贵正通过抖音直播游客赏花。“德安县可是

袁隆平院士的家乡。”袁定贵介绍，基地随

着 季 节 交 替 轮 种 隆 平 稻 、油 菜 等 经 济 作

物。此次种植的七彩油菜花因品种独特，

花开如虹，每到周末就有许多父母带着孩

子、老师带着学生前来学习“隆平精神”，体

验农事，赏花踏青。

“赏花+研学”旅游模式也带动了当地

农家乐的发展。科普教育基地农家乐食材

原料来自村民自种的“土菜”与传统人工脱

壳的大米，牢牢抓住了游客的味蕾，成为当

地网红特色美食打卡地。

德安县高塘乡是江西省生态乡镇，素

有“苗木之乡”的美誉。近年来，高塘乡将

苗木花卉产业列入农业产业化主导产业之

一，以市场为导向，以树立品牌为重点，加

快优良观赏植物品种的培育和开发利用，

形成了一批品牌绿化苗木、特色花木盆景

培育基地。如今，杏梅、海棠、玉兰争相怒

放，白的皎洁清静，红的浓艳娇美，紫的典

雅轻柔，微风袭来，淡香袅袅，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赏花漫步。

鲜花盛放不仅引来了游客，也让当地

群众吃上了“旅游饭”，赏花沿线村庄利用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草莓、百香果等水果种

植产业。

“这几天阳光明媚，趁着好天气，带孩

子来乡下逛逛，赏完花再来这里采摘草莓

和百香果，大人高兴，小孩也玩得特别开

心。”在高塘乡果蔬种植基地，九江市市民

陈燕带着孩子正在体验水果采摘的乐趣。

塘山乡是德安县最偏远的乡村，森林覆

盖率 80%以上，平均海拔约 500米，因植被覆

盖率高，气候宜人，素有“小庐山”的美誉。

塘山乡的山野中，一团团、一簇簇的樱

花层叠相拥，在微风中摇曳，展现出春天最

灵动的色彩。远远望去，连片的樱花点缀

在山林间、峭壁上，美不胜收。当下，距县

城 55 公里远的塘山乡因万亩野樱花绽放迎

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为赏花自驾而来的

游客络绎不绝。游客的到来还带动了当地

特色农产品辣椒酱的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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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中 国 咖 啡 行 业 发 展 研 究 报

告》显示，2021 年我国咖啡市场规模已经

达到 3817 亿元，未来预计咖啡市场仍将

以超 20%的增长率快速扩大，一个规模达

万亿元的市场或将在 2025 年诞生。

海南理应在咖啡市场有所作为。一

是种植咖啡的历史悠久，二是气候、环境

适 宜 种 植 咖 啡 。 然 而 多 年 来 ，海 南 咖 啡

“苦多于甜”：海南咖啡味道香醇，口感很

好，但这么好的咖啡却走不出海岛。问题

出在哪里？如何破解？

培育好龙头企业，做好加工增值这篇

大文章，拉长产业链，引领海南咖啡产业

高质量发展。缺少咖啡龙头企业是海南

咖啡产业的痛点之一，春光、南国、椰树等

海南本地特产加工企业的主业并非咖啡；

海南岛内随处可见的福山咖啡馆、兴隆咖

啡馆小而散，只是在岛内有影响。用工投

劳较大的咖啡产出率本就较低，二产三产

偏弱，导致无法反哺一产发展，致使海南

农民种植咖啡的热情不高。因此，培育咖

啡产业龙头企业势在必行。

擦亮海南咖啡品牌，增加附加值。海

南咖啡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不多。虽然

兴隆、福山、力神、母山、春光、南国等海南

咖啡品牌在当地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但

是能够走出海南岛的品牌却不多。福山

咖啡、兴隆咖啡是海南的公共品牌，也是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1 年，海南省万宁

市首批企业获批使用兴隆咖啡农产品地

理标志，对促进咖啡产业提质增效，提高

咖啡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叫响兴隆咖啡品牌，乃至推动热

区优势特色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热作产业加工技术升级都起到

积极作用。如何吸引和支持当地更多的咖啡生产企业使用福

山、兴隆品牌，集中力量扩大品牌效应，还需多做工作。

开发引进新的营销模式。咖啡作为时尚消费品，探索构建

新的营销模式尤为重要。应当充分发挥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优

势，打造“种植+电商+农庄+文化+旅游+加工”的全产业链模

式，促进咖啡产业农文旅融合。

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关税

等政策为咖啡加工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利润空间。日前出台的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咖啡产业。海南已把

建设国家咖啡重点实验室、咖啡良种繁育中心、创新中心、咖啡

交易中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院等列入议事日程，为咖啡

产业高质量发展描绘出蓝图。打造爆品、讲好故事、做全链条，

愿海南咖啡凭此可以走出海岛，香飘世界。

上图上图 消费者选购海南咖啡消费者选购海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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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海南咖啡，当地人多会露出自豪的

神情，底气十足地表示：“我们海南咖啡不输

任何一种知名品牌。”

这种底气源于自然条件赋予海南咖啡

的独特口感。海南处于全球咖啡最佳种植

纬度区域内，火山质土壤为咖啡生长助力不

少。这样的气候环境、土壤条件与世界著名

的蓝山咖啡产地牙买加相似。

近年来，海南有关部门不断加强顶层设

计、强化资金支持，推动良种良苗繁育基地、

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基地建设，在咖啡产业和

旅游业的交叉点上谋求新发展模式，力求让

海南咖啡在全国乃至国际咖啡市场中争得

一席之地。

品质是竞争底牌

海南咖啡有着深厚的咖啡文化渊源。

1935 年，归国华侨从海外将咖啡带回海南

开始咖啡种植加工，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为海

南咖啡增加了文化厚重感，也培养出一批又

一批“咖啡老饕”。他们种咖啡、喝咖啡、懂

咖啡，扎根在当地市场“用脚投票”，倒逼海

南咖啡口感和质量稳定提升。

万宁兴隆镇康力咖啡厂老板娘钟秀红

一家三代都在和咖啡打交道。她的一天从

早上 7 点开始，打包装箱、回复电话、接待客

人、外出寄送⋯⋯忙得片刻不停。十几平方

米的临街小店是这家咖啡厂的主要出售端

口，咖啡豆、咖啡粉由此出发，抵达兴隆十余

家咖啡店和当地“老饕”们的杯中。

多年来，钟秀红家经营的咖啡加工

厂，只选用“粒粒红”咖啡豆，他们沿用老

一辈传下来的加糖、加海盐、加牛油的做

法，坚持柴火加热、人工翻炒，保证佐料

均匀包裹每一粒豆子。“100 多摄氏度高

温，两三个人不停翻炒 40 分钟才能炒完

一锅。”钟秀红说，随着技术发展，咖啡生

产加工的一些环节虽有调整，但涉及品质

的 部 分 绝 不 敢 有 任

何懈怠。

在常住人口仅 3

万余人的兴隆，分布着

15 家 咖 啡 加 工 厂 、200

余家咖啡店，每年人均消

费咖啡 200 杯以上，是全

国 咖 啡 平 均 消 费 水 平 的

40 倍。钟秀红觉得，海南

咖 啡 的 特 点 就 在 于

扎 根 当 地 市 场 ，“ 当

地 人 口 感 很 刁 ，只 要

味道上有不满意，马上

就会退货”。

对于市场规模更大、

产量更高的万宁福山咖啡

来说，品质的把控在于建立严

格的标准线，并细化到咖啡生产

的各个环节。海南澄迈福山咖啡

联合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世炳介绍，经

过多次对比实验，福山咖啡确定了木炭烘

焙的加工方式。但是木炭无法像电、热风、

煤气烘焙一样可以随时调节温度，他们就

给一线工人制订了严格的加工步骤，“一分

钟应该升温多少，两分钟温度达到多少，用

标准化曲线保证口感稳定”。

前段时间，有消费者反映线下咖啡店的

产品口感变淡，经过层层溯源，徐世炳发现，

是因为煮好的咖啡在保温桶里放置时间过

长。为此，他重新明确标准，“磨豆机上的咖

啡豆每次不能多于 300 克，咖啡超过 15 分钟

不能再出售给消费者”。为了保证咖啡从种

子到杯子每一道环节的质量不打折扣，福山

咖啡还成立了咖啡技术培训学校，为线下咖

啡店输送了 2000 余名高质量咖啡师。徐世

炳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品质都是我们海南

咖啡的立身之本”。

培养年轻化思维

在兴隆咖啡谷共享农庄，绿叶掩映，白

色的咖啡花竞相绽放。游客在园林中观赏

游玩之际，还能体验咖啡种植、采摘、加工、

研磨全过程。不远处的小洋侨旅游度假区，

则致力于为年轻人打造一个咖啡乐园。除

参观体验外，游客可以进行雨林骑行、徒步

野营，尝试皮划艇、桨板瑜伽等户外运动，玩

累了还能入住森林木屋或现代化帐篷。

在引领海南咖啡“走出去”这条路上，

小洋侨咖啡已小有成就。2019 年，有留学

经历和咖啡生豆贸易经验的王天巳看中了

兴隆咖啡深厚的文化和醇香口感，在海南

扎下根来。几年间，他带领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的 5 人初创团队，先后推出了咖啡豆、

速溶咖啡、极溶咖啡等多个品类。在寻找

目标受众上，“我们走中高端发展路线，以

缓解原料不足的问题。同时兼顾年轻人市

场，简化配料表，推出便捷款咖啡，通过线

上销售抵达广泛的年轻群体”。王天巳说。

海南咖啡产业的发展需要国际化视野

和年轻化思维，自贸港建设背景下，越来越

多目光集中在海南，越来越多像王天巳一

样的年轻人陆续投身于此。去年，小洋侨

年轻的研发团队推出了冲浪、骑行、滑雪三

款主题便携纸咖机，包装新颖，只需撕开包装

后加上适量的水，便可以挂在脖子上随时享

用，深受年轻人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已有小洋侨咖啡线下售卖

店的身影。王天巳为自己能带着海南咖啡

走向更大的市场开心不已，“国产咖啡和海南

特色的加工工艺，得以展现在世界面前”。

不过，海南省咖啡企业散、小、弱等问题

仍然突出，加之地方企业长期坚守传统工

艺，服务于当地中老年群体，对国内其他地

区咖啡市场缺乏了解，不重视线上销售和营

销推广，海南咖啡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

无力与雀巢等国际知名品牌竞争，也难以满

足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龙头企业，引领带

动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我们接下来的发

展方向。”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工作人员曾一山介绍，去年，正大万宁兴隆

咖啡城项目正式开启，借助正大集团跨国企

业的品牌优势和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兴隆咖

啡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

破解原料不足之困

口感独特、质量过硬的产品自然经得住

大浪淘沙，受到消费者青睐。社交媒体上，对

海南咖啡的讨论越来越多。但是，很多外地

消费者走进当地商超，或是打开电商平台才

发现，可供他们选购的海南咖啡十分有限。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受原料限

制，海南咖啡很难进行规模化生产。徐世炳

体会过很多次类似的遗憾。此前，李佳琦团

队表示想为“福山咖啡”进行带货推广，但他

只有 2000 盒咖啡存量，无法满足对方的数量

需求，合作只能搁浅。对于业内人士提出要

将咖啡打造成海南的“第四棵树”，进军国内

甚至国际市场的想法，徐世炳心有疑虑：“原

料不足，怎么生产？怎么占领市场？”

在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处负责人林

仕文看来，海南咖啡原料不足的问题，首先

受到土地面积的限制。当前，海南全省咖啡

种植面积约为 1.4 万亩，收获面积 3000 亩，

年产量只有 400 余吨，确实难以满足快速增

长的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咖啡种植成本

高，鲜果收购价格较低，导致农民种植积极

性不高，“化肥、人工、基础设施等加起来每

亩成本大概 3000 元，除去成本后每亩仅收

益几百元甚至不挣钱。所以农民更愿意种

收益高、见效快的其他经济作物”。

为了解决咖啡行业的原料之困，除了鼓

励农户尝试间种、套种，利用房前屋后进行

种植外，海南各地还通过多种方式为咖农保

驾护航。比如，万宁兴隆计划针对咖农实行

保价收购，确保鲜果收购价不低于每斤 6

元，并发展“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农

业模式，政府为企业和农户牵线搭桥，通过

订单式生产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我们必须在海南咖啡种植现状基础

上，制定相应发展策略。”曾在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负责过多年农产品市场监管的工作人

员王绥大认为，海南咖啡的优势是品质上

乘，在规模上不足以和咖啡种植大省云南比

肩，“不过我们可以走精品化路线，服务中高

端消费者。同时，也可以利用海南自贸港的

进出口优势，发展来料加工。当然，还需要

进一步完善地方标准，防止品牌滥用”。

据了解，下一步，海南省计划建立 4 个

以上咖啡初加工基地，3 家到 5 家精深加工

基地，提升精深加工技术水平，重点研发溶

冷萃、热带特色果味、风味茶等适合不同人

群的具有典型海南特色风味的烘焙咖啡豆，

加快建设海南咖啡加工国际中转基地、交易

中心、定价中心和价格指数交易中心，借

“船”出岛，擦亮海南咖啡的金字招牌。

作为国内最早种植和加工

咖啡的地区之一，海南咖啡有近

百年历史。它是当地人不可或缺

的日常饮品，也是外地游客喜爱

的伴手礼。预计到 2025 年，我国

将发展成为万亿元级规模的咖啡

消费市场。近年来，海南多措并

举，推动咖啡产业提质升级。

海南出产的咖啡豆圆润饱满海南出产的咖啡豆圆润饱满。。图为成熟图为成熟

的咖啡果的咖啡果。。 陈循静陈循静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