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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正是宁夏大棚西红柿

大量上市的季节，菜市场的小摊、路边

农用车上，都打着一个招牌：连湖西

红柿。

“尽管连湖西红柿售价比其他品

种贵一倍，但我一大早还是跑到这里

抢购！”在银川市建发枫林湾小区附近

的菜店门口，居民马贵贤告诉记者，今

天 5.5 元 一 斤 的 连 湖 西 红 柿 她 买 了

5 斤。

连湖西红柿何以受追捧？带着问

题，记者来到宁夏农垦集团连湖农场

有限公司一探究竟。“连湖西红柿是我

们的金字招牌。”在青铜峡市北郊，公

司副总经理郭跃锋向记者介绍，连湖

西红柿最早就是从这里开始种植，慢

慢形成了品牌，带动了周边的农户。

为了方便，就直接称它为连湖西红柿。

“连湖普罗旺斯西红柿在市场走

俏，不是我们的推广，而是消费者的选

择。”连湖农场双丰蔬菜公司经理李忠

旗告诉记者，最初，农场种了很多种蔬

菜，西红柿只是其中一种。后来，消费

者越来越认可这个品种，去买西红柿

的时候就都问产地，连湖西红柿就这

么叫响了品牌。

“皮薄汁多，口感好，糖分少，糖尿

病患者都可以食用。”探究连湖西红柿

优质口感的背后，李忠旗解释，连湖农

场的土壤有机质、硒含量高，并且使用

地下水浇灌，地下水偏碱性。此外，农

垦集团种植经验十分丰富，什么时间

打农药，什么时间用哪种肥料，管理人

员熟稔于心。多种因素叠加成就了如

今热销全国的连湖西红柿。为了做好

品牌保护，2018 年连湖农场注册了“双

丰连湖西红柿”这个品牌。

这几年，随着声名远播，连湖西红

柿不仅受到区内消费者的青睐，还远

销甘肃天水市以及内蒙古乌海市、阿

拉善盟等地。连湖西红柿火了，在连

湖农场的带动下，目前邵岗镇、叶盛

镇、瞿靖镇、李俊镇的很多农户都种起

了连湖普罗旺斯西红柿。“种西红柿只

需要半年的时间，且每棚收益最低可

以达到 15000 元，比种别的作物高出好

几倍，时间短、利润高、市场好是种植

连湖普罗旺斯西红柿最大的优势。一

旦品牌效应形成，更多的农户可以加

入连湖农场的品牌进行统一管理、统

一售卖，这样不仅能提高收益，还能让

消费者买到品质有保障的连湖西红

柿。”李忠旗说。

连湖农场种植户张伟今年新建了

两个大棚。他告诉记者：“从以前的一

斤几毛钱到现在的一斤六七块钱，从

每棚收入不到 1 万元到现在每棚收入

3 万元，因为连湖西红柿的热销，这几

年家里的收入翻了几番。”

“今年青铜峡种植连湖普罗旺斯

西红柿 700 亩左右，其中连湖农场 550

亩，别的乡镇 150 亩。”郭跃锋说，受制

于产量有限，前些年连湖西红柿销售

渠道以团购和现场采摘为主。为解决

这一问题，连湖农场今年新增了温棚，

加上现有的 900 栋温棚，今后每年产量

可达 1040 万斤。“产量提高了，就可以

进商超，给品牌授权，到时候消费者想

买双丰连湖西红柿就可以认准授权进

行购买。”

“不过，线上销售目前是我们的短

板。”郭跃锋说，这两年公司一方面努

力扩大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将发挥好

国企的引领作用，联合自治区蔬菜产

业技术服务组专家团队等多家技术团

队，开展连湖西红柿周年均衡供应生

产技术研究与示范，打破连湖西红柿

季节性供应的局限；同时狠抓线上销

售，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补齐包装和运

输环节短板，不断拓展区外市场。

沾化冬枣嘎嘣脆沾化冬枣嘎嘣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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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土特产因为生长在独特的小

环境里，而成为具有独特地域特点的

产品。这些年来，许多地方都想了很

多办法，促进土特产走向大市场。这

对于促进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交通是农村

土特产走向大市场的现实障碍。许

多 土 特 产 都 是“ 养 在 深 山 人 未 识 ”，

“ 要 想 富 先 修 路 ”是 许 多 农 民 的 期

盼。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农村公路通

达率已经很高，即使是偏远山村，车

辆也可以顺利到达。在打通交通瓶

颈的同时，网络基础设施铺展到每一

个农村。网络直播成为很多乡村推

销产品的重要渠道。

交通条件改善，互联网通达，快递

业发展，是推动农村土特产走向大市

场的重要支撑。基础条件的改变，解

决了农村土特产走出来的困难。但土

特产能顺畅走出来，并不一定就能顺

顺当当地赢得市场。从走出来到赢得

市场，农村土特产还需“赋能插翅”。

什 么 是 农 村 土 特 产 的“ 翅 膀 ”？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许多地方都在

科技上发力。利用科技成果提高产

品的质量和产量，已经成为很多地方

开发土特产的自觉选择。这无疑是

明智而有效的举措。土特产一般都

是自然生长的，生于斯、长于斯，多年

只有自然进化而很少科技干预。所

以，科技一旦进入田野，和土特产结

合在一起，往往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

效果，甚至衍生出新的产品。科技当

然是农村土特产远走高飞占领市场

的一只“翅膀”。

同时，文化也越来越成为土特产

腾飞的另一只“翅膀”。土特产品是在

自然环境中成长的，同时，也是在一定

的社会环境里发展的。在过去多少年

的发展中，一个地方的人们在享用土

特产的同时，多多少少围绕土特产都

会形成一些手艺或者传说。南方人用

稻草发展出手工艺作品，北方人则用

秸秆编成玩具。这都是农产品对社会

生活的影响。今天，随着土特产顺畅

地走出农村，在土特产基础上形成的

文化手艺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甚

至能够成为助推产品占领市场的重要

力量。

沾 化 冬 枣 走 向 全 国 ，沾 化 枣 木

雕 刻 也 渐 成 气 候 ，枣 的 故 事 还 能 拍

成 电 影 ，这 给 了 我 们 诸 多 启 示 。 在

开 发 土 特 产 品 本 身 的 同 时 ，不 妨 对

土特产发展的社会环境也多一分关

注。深入挖掘围绕土特产而形成的

文 化 ，以 现 代 视 角 去 整 理 和 发 展 这

些 文 化 ，就 可 能 找 到 新 的 路 径 。 如

果 土 特 产 能 与 文 化 相 伴 而 行 ，相 信

一 个 地 方 的 土 特 产 不 但 能“ 展 翅 高

飞”，而且能飞得很远。

让农村土特产长“ 翅膀”
魏永刚

种植户在分拣连湖西红柿种植户在分拣连湖西红柿。。 吴舒睿吴舒睿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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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发布首批 43 个“好品山东”品牌名

单，“沾化冬枣”作为滨州市唯一的农产品品牌

入选。

沾化是中国冬枣之乡，这里出产的冬枣，咬上

一口，嘎嘣脆。随着产量、市场供求关系波动，近

年来冬枣收购价起起伏伏。“为应对市场变化，沾

化区紧紧围绕‘产业增效、枣农增收’两大主题，以

‘双增双提’为抓手，全面推进冬枣示范园区建设、

品种改良、设施栽培、新技术集成应用等各项重点

工作，推动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消费黏性。”

沾化区委书记袁志勇说。

长成大产业

“老王的‘沾冬 2 号’冬枣个大、皮薄，又脆又

甜，果形也好看，几乎不用农药和化肥，我们买他

的冬枣已有 10 多年了，年年品质都很高，虽然价

格稍高点，但是吃着放心。而且冬枣上市一般都

赶上中秋节，每年我们都买些当节礼送给亲戚朋

友，他们吃了都说好！现在我们都是微信提前预

订，要不然早就被抢购一空了！”说起沾化区富源

街道果农王福田的枣，来自滨州市的老客户刘庆

昌连连称赞。

1984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林业技术员在下

洼镇村民于金义家的庭院里发现一棵枣树，虽在

深秋，却硕果累累，而且果实甘甜清脆。经北京营

养源研究所分析化验，冬枣富含人体所需的 19 种

氨基酸和 A、B、C、P 等多种维生素，以及 34%至

38％的可溶性固体物，其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

70 倍，有“活维生素丸”的美誉。经过广泛调研和

论证，沾化区决定立枣为业，把冬枣作为振兴乡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加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来培育。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小冬枣慢慢长成

了大产业。

“沾化冬枣一直以来深受海内外广大消费者

喜爱，抓住这一商机，我们实行订单式销售。目

前，沾化冬枣主要销往美国和泰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地，每年出口总量 3000 吨，产值达 6000 万

元。”滨州玉华果蔬有限公司总经理牟新安告诉记

者，近几年沾化冬枣除了国内市场，在国外也受到

众多消费者的喜爱，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科技显威力

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及市场经济形

势和其他冬枣产区的冲击，作为中国冬枣之乡、冬

枣发源地的沾化近年来有种强烈的危机感。如何

化危为机？新技术的推广使用，成为助力沾化冬

枣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强 力

引擎。

在沾化区下洼镇“枣恋谷”田园综合体，一

眼望去，棚中枣树整齐排列。沾化区生源冬枣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耿涛指着棚边的控制器介绍：“棚

里打药、浇水、施肥全部一键启动，等天气暖和了，

诱虫罐、色诱灯、粘板都用上，减少用药量，结出来

的冬枣品质更好。”

之前大部分枣农栽植的冬枣都是原生态冬

枣，后期培育出来的“沾冬 2 号”因其更加甜脆，

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售价也更高。但美

中不足的是“沾冬 2 号”枣树不耐寒，冬季

气温过低时，大田里的枣树会被冻伤，

甚至冻死。为此，枣农们决定改变种

植模式——由大田种植向大棚种植

转型。截至目前，全区新建冬枣大

棚 20958 亩 ，改 良“ 沾 冬 2 号 ”

10363 亩。

“我一直购买冯家镇大寨村

果农李清廷种的冬枣，深深感受

到 了 这 几 年 沾 化 冬 枣 的 变 化 。

2010 年左右，冬枣价格每斤 1 元至

3 元，现在的‘沾冬 2 号’价格每斤

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随着时代

发 展 ，消 费 者 的 生 活 水 平 不 断 提

高，价格不再是制约购买力的唯一

因素，更重要的是口感，‘沾冬 2 号’价

格贵，但不愁卖！”临沂市蒙阴县冬枣采

购商刘涛说。

不光要“进棚”，为了给沾化冬枣插上

科技的翅膀，近年来沾化还引进全国枣类专

家刘孟军教授及其研发团队，研发储备新品种 5

个，加快品种更新换代。并建设冬枣暖棚、棉被延

熟棚、钢架春棚、普通防雨棚、智能阳光温室 5 种

冬枣大棚，示范推广设施栽培技术，可实现由 10

月中上旬集中采摘、集中上市，向 6 月份至 11 月份

亚周年供应转变。

“去年我们公司的沾化冬枣销售额超过了

2000 万元，从后台消费者反馈信息来看，我们在

天猫和京东的沾化冬枣旗舰店关注量和销售量每

年都在增长，消费者十分认可沾化冬枣作为中高

端水果的市场定位，沾化冬枣这个品牌一定会越

来越响。”沾化冬枣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达说。

一年吃四季

在沾化区泊头镇的滨州尚亿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记者见到一款用冬枣酱做出来的枣糕，打开包

装袋，枣香扑鼻。

“从事馅料加工行业 30 多年，以前加工馅料

的原材料以南方的脐橙、柚子、菠萝为主。当然

也用枣，用的是鲜小枣。后来我就想鲜食冬枣皮

薄脆甜，加工成馅料肯定也好卖！”公司董事长王

利芯说，经过 20 多次改进，如今公司生产的冬枣

馅料和冬枣酱市场反响特别好。“今后冬枣馅、冬

枣酱将成为我们公司的主推产品。”王利芯信心

满满。

四五月份，采摘冬枣芽加工枣芽茶；枣花进入

盛开时节，纯正的枣花蜂蜜成为“网红达人”直播

的热销品；枣木马扎、手杖、挂件⋯⋯不断延长产

业链条，近年来沾化冬枣产品越来越丰富，众多枣

木工艺品成为外来游客青睐的纪念品。

从简单粗放到时尚新潮，不断“变身”的沾化

冬枣如今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喜爱。“枣回家”“枣

学习”“枣发财”⋯⋯擦亮沾化冬枣这个区域公用

品牌，2021 年沾化冬枣节上，创意十足的沾化冬

枣版“福枣盲盒”同步推出，一颗颗带有“枣升职”

“枣加薪”“枣脱单”等字样包装袋的冬枣在网上

热卖。

“冬枣对沾化而言不仅是农产品，更是一个历

史、文化符号。我们要充分挖掘冬枣文化，大力推

进文旅融合，叫响冬枣品牌，让冬枣文化走向全

国 。”沾 化 区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副 区 长 李 宝

玉说。

宁夏扩大种植规模，拓宽销售渠道——

连 湖 西 红 柿 火 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许许 凌凌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吴舒睿吴舒睿

图图①①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工

人们将包装好的冬枣装车人们将包装好的冬枣装车。。

贾海宁贾海宁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20212021 年沾化冬枣节上推出的冬年沾化冬枣节上推出的冬枣盲盒枣盲盒。。

贾海宁贾海宁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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