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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是新疆喀什鲜

杏上市的时节。一颗颗小小的杏子乘上冷链

车，从乡镇一路出疆，走向全国各地，让更多消

费者爱上了喀什鲜杏。

鲜杏“走出去”

“店里的产品非常丰富，有很多特产，尤其

是英吉沙杏，非常香甜，口感特别好。”在位于

山东省济宁市的“幸福英吉沙”线下体验店内，

市民张暴这样评价英吉沙杏。

记者了解到，今年 7 月初，“幸福英吉沙”线

下体验店在济宁市正式开业运营。体验店内，

英吉沙鲜果、干果、杏干、杏仁、杏肉等产品一

应俱全，不少当地市民进店品尝选购。

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电商负责人何智煊介绍，通过这样的方

式助力英吉沙杏“走出去”，也带动了其他特色

农副产品在疆外市场的销售，从而促进了当地

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前不久，济宁市举办了第一届新疆美食文

化节，英吉沙杏也正式“入驻”济宁城投爱客多

连锁超市。据悉，通过济宁市援疆指挥部牵线

搭桥，每年在山东举办英吉沙杏推介活动，该

县果农销售鲜杏价格大幅提升，实现年人均增

收约 1200 元。

在位于英吉沙县乌恰镇的信昌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内，农户们正忙着将采摘好的杏子

分选、套袋、装箱。“一天的出货量大概是 1.5

吨，已经有 70 余吨的订单。”合作社理事长王永

华告诉记者，因为看中英吉沙杏的市场前景，

今年他在乌恰镇流转了 2600 多亩杏林，从 6 月

中旬开始采摘，基本都发往了疆外。

得益于新疆独有的水土光热条件，英吉沙

杏果皮光滑、肉质细软、营养丰富，是鲜食、制

干等多用途兼用的优良品种，有“冰山玉珠”美

称，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今年，英吉沙县 17 万余亩杏林硕果累累迎

丰收。乌恰镇包孜洪村村民阿尔孜古丽·托和

提怎么也没想到，曾经村里无人问津的杏子，

现在变成了抢手货。“几年前，杏子还是一两元

一公斤。今年，我家里最好的杏子收购价是 30

元一公斤。”

“老百姓对杏子的观念变了。”乌恰镇包孜

洪村党支部书记周明钢告诉记者，作为英吉沙

杏主产区之一，以前到了杏子成熟季，村民常

常通过棍敲棒打的方式来收杏，以一两元一斤

的价格卖出去。“现在村民都是手摘杏子，然后

打包装箱，今年杏子收购价每公斤在 12 元以

上。”周明钢说。

为了进一步做好销售，英吉沙县今年举办

了多场活动，出台农产品销售奖励办法，做好

电商网络销售农产品工作，确保林果业增效，

农民增收。6 月底，“赛杏会”系列活动启幕，活

动期间就有 300 吨鲜杏通过冷链保鲜车发往北

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

四川旅投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顾乡说，今年，该公司预计采购英吉沙鲜杏 1000

吨，后期还计划在英吉沙县建立分选中心。

技术“引进来”

“今年采用了新式采摘架，每棵树还做好

分段采摘，保证精品果的质量。”这两天，英吉

沙县龙甫乡龙甫村村民布佐热古丽·艾赛提正

忙着采摘杏子。去年，她家的 4 亩杏林收入

9000 多元。“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管理得

好，今年杏子长得也特别好。”

为了让鲜杏品质更高，英吉沙县不断推广

现代林果产业发展理念和生产技术，聘用技术

人员开展林果业科技培训，借助自治区派驻专

家到乡村两级推广现代林果产业发展理念和

生产技术，推动产业示范园建设，使全县林果

业管理取得良好效果。

作为派驻专家之一，新疆农科院农机化所

研究员崔宽波介绍，他所在的团队从 2020 年起

在乌恰镇进行采摘技术和设备推广。采摘机、

智能化冷库、杏子切分和破壳设备等在企业和

合作社进行了应用推广。目前，团队正在研究

机械化套袋技术，预计明年就能投入使用。

新技术应用让企业尝到了甜头。喀什神

恋有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与新疆农科院

合作，联合开展英吉沙杏的贮运保鲜物流技术

研究，采用采前保鲜处理、采后分级包装、新型

保鲜剂应用，并利用冷链物流，让英吉沙杏保

鲜期从 7 天延长至 25 天。“随着保鲜包装、冷链

物流的发展与应用，解决了杏子保鲜贮运、销

售问题，消费者、农户、企业都受益。”喀什神恋

有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道军介绍。

为了进一步提升技术服务，6月底，喀什地区

英吉沙杏产业研究院揭牌成立。英吉沙县委副

书记、县长艾买提·吐尔洪介绍，研究院将围绕英

吉沙杏品质资源鉴定、英吉沙杏资源收集和育

种、英吉沙杏稳产及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英吉沙杏制品加工工艺关键性技术突破与示

范等开展研究，进一步提升英吉沙杏栽培品种纯

度，提高品质，达到丰产、稳产的目的。

目前，英吉沙县先后成立林果专业合作社

120 余家，建有保鲜库 187 个、烘干房 1000 余

个，形成了以英吉沙杏为代表的林果规模化生

产基地。

产业“链起来”

“以前杏子不好卖，现在学会了直播，杏子

的销售渠道更广了。”今年刚大学毕业的努尔

古丽·阿卜来提不久前刚刚学会了直播带货，

她告诉记者，通过线上平台，家乡的杏子不愁

卖了。

何智煊说，几年前，英吉沙杏曾出现过丰

产滞销的现象。2019 年，英吉沙县成立了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全县企业提供免费网店

注册、网店代运营，同时进行免费电商培训、网

红孵化等。目前，已累计培训 50 余场次，近

5000 人次参加。

为了提高线上销售量，英吉沙县借助淘

宝、京东、顺丰优选以及供销 e 家等有影响力的

电商平台，发挥援疆省市电商企业和地区电商

平台作用，开设英吉沙特色馆，推动林果产品

外销。

电商只是英吉沙杏“闯市场”的第一步，产

业链的延长让杏子有了更多的产业价值。

冻干制品、蜂蜜杏仁、杏脯、杏肉⋯⋯在新

疆优乐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大厅内，摆

满了公司生产的 50 余种特色精深加工产品。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集果

蔬精深加工及收购、销售于一体。“2021 年我们

引进了果糖加工生产线，再一次提升了深加工

能力。”新疆优乐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玉茜说，果糖生产线可以将杏、苹果等原材

料进行再加工，生产出的果糖既可用于蜜饯等

产品的生产，也可直接销售，保证了原料充分

利用。

近年来，英吉沙县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扶持

力度，培育了神恋、优乐果等一批国家级、自治

区级龙头企业，推出了杏干、杏酱、杏仁油等系

列深加工产品。同时，英吉沙县整合援疆和涉

农等资金，投资建设了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园区，

积极引进精深加工及上下游生产企业。目前园

区正在建设当中，预计年产值可达 10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英吉沙县共销售杏

子 1.81 万吨，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提高 5 元/公

斤。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梁

拥军介绍，到 2025 年，杏子将发展到 60 万亩，

预计总产量达 30 万吨以上，成为乡村产业振兴

和乡村劳动力稳定就业的重要支撑。“到那时，

就会有更多人吃到美味的英吉沙杏了。”

英 吉 沙 色 买 提 杏 被 誉 为

“中国第一杏”，疏附木亚格杏

被称作“杏中之王”，叶城黑叶

杏则因品种古老、口味甜蜜而

出名。喀什杏子分布在新疆多

个县市，品种不同却有着相同

的特色：果实品质优良，香甜爽

口，营养丰富。

随着消费升级和物流产业

发展，樱桃、西梅、杏子等新疆

特色鲜果逐渐进入全国市场。

杏子作为喀什地区林果主

导产业之一，是当地的大宗果

品。近年来，喀什地区通过参加

疆内外农产品展销会、借助各大

电商平台销售、在对口援疆地区

建设营销网络和仓储保鲜配送

中心等方式，不断开拓鲜杏销售

市场，每年有大批鲜杏销往全国

各地，得到了市场认可。

尽管如此，上市期短、管理

粗放、商品率低、冷链物流欠发

达、长途运输运费高损耗大等

诸多问题，直接影响了新疆鲜

杏 的 市 场 竞 争 力 。 如 何 拓 展

市场？

产量是“第一关”。要持续

加强林果业种植管理，提供更

多优质产品。近年来，英吉沙

县杏产业不断壮大，但现代林

果产业生产技术还相对薄弱。

目前，英吉沙杏比起其他省份

林果主产区的杏，亩产差距过

大，商品率不高。这就要求当

地在源头育种和栽培技术上苦

下功夫，实现精细化、科学化管

理，促进产量更上一层台阶。

品质是“第二关”。要提高

保鲜储运技术，缩短在途时间，

最大限度保持果品的新鲜度。喀什杏上市期仅 1 个

月，比起其他特色林果，存在早中晚熟品种时空布局

不合理、品种布局不协调的问题，大大影响了杏子的

稳定配送、四季供应。虽然县域内建有多个保鲜库，

也配备了冷链车，但是大多数保鲜库标准较低，达不

到长期储存的要求。同时，由于保鲜技术水平低，而

杏子又皮薄易碰伤，导致长途运输损耗大，也直接影

响了果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必须尽快破解保鲜

储运技术难题，同时加快形成稳定配送、四季供应的

销售渠道，从而保证鲜杏的商品率和市场占有率进

一步提升。

附加值是“第三关”。英吉沙县目前有林果合作

社 125 家、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 5 家，杏仁油、杏

脯、杏仁等产品广受市场欢迎，但是还存在加工企业

规模小、加工链条短、附加值低等问题。要加强果品

营养价值、加工方向研究，引进更多大型企业、龙头

企业，积极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深入推进林果业精

深加工，丰富产品品类，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增加

附加值，拓展更大市场。

“来到金山区山阳田园民宿，第一次看到

了水稻田里的白鹭，真好看。这是我画的白

鹭⋯⋯”正值暑期，上海金山区山阳田园的田

园美术馆民宿内，来自上海市区的李菲菲小朋

友正在展示自己和小伙伴们的集体创作——

一幅田园白鹭画作。

这是田园美术馆举办的田园艺术夏令营

活动。飞翔在稻田间的白鹭、蜻蜓，长在田间

的向日葵、西红柿、玉米、桃子以及湖中的黑天

鹅等，让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亲近大自然并感

到惊喜，也为他们的写生创作提供了生动鲜活

的素材。

随着暑期的到来，沪郊乡村夏令营活动受

到市民追捧。田园美术馆民宿负责人胡梅告

诉记者，艺术来自于生活，大自然赋予孩子们

丰富的灵感。田园美术馆从 6 月 27 日起，将连

续举办 6 期夏令营活动，每期 5 天 4 晚，由专业

的艺术老师带着孩子进行艺术探究与创作。

孩子们可以在向日葵花田里像梵高一样画画；

可以用木头、废纸箱、环保材料等制作户外大

型雕塑，在帐篷上创意绘画；可以在田园里喂

养小动物、打水仗、参加篝火晚会⋯⋯

“每个项目都是精心设计准备的，就连孩

子们的饭菜也做到每顿不重样。大家都很开

心，有的孩子体验后还想参加下一期。有的家

长来接孩子时，特地又留下来多住一晚，第二

天再去渔村和城市沙滩游玩。”胡梅说。

这边，参加田园艺术夏令营的孩子们在认

真创作；那头，参加轻蓝运动夏令营——武术

项目的小朋友在田园里学得有模有样，练武

术、打水仗、做游戏，大家在寓教于乐中体验武

术之美和生活之乐。

而在杭州湾畔的上海金山区金山嘴渔村

里，也迎来一群又一群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

他们或在体验舢板船模型制作，或在学画渔民

画，或在体验织鱼网、打水手结。有的孩子还

参加了南北联动项目，在体验渔村特色的同

时来田园住一晚，喂养小动物、体验木匠工坊

的乐趣。小朋友们深有体会地说，这样的夏令

营必将成为人生旅途中的美好回忆。

除了夏令营项目，也有一些游客趁着孩子

们放假，结伴来田园度假。来自上海市区的李

奶奶告诉记者，6 月中旬，她曾和 3 个朋友来这

里游玩，印象非常好。7 月上旬，她又带着孙女

和朋友一起住在田园星苑民宿。早晨听听鸟

儿清脆的鸣叫，傍晚凉风习习，沿着民宿街走

走，看看田园里的瓜果、夕阳，感受大自然的气

息，收获一份宁静恬淡，很放松。

上海山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计民告

诉记者，上海金山山阳镇是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镇，在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突出

乡村旅游特色，努力在提升旅游产品的参与

体验、休闲文化等属性上下功夫，通过发挥民

宿主自身优势、与第三方合作、持续创新体验

项目等有力举措，开展富有特色的夏令营、亲

子 游 、毕 业 游 等 ，增 强 旅 游 黏 性 ，带 动 旅 游

消费。

“目前，山阳田园和渔村民宿预订火爆，周

末以散客为主，不少民宿已预订到 8 月中旬，预

订率达到 90%以上，工作日则以团队为主，民

宿预订率也达到五成以上。”计民说。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帮助田园民宿消

除疫情带来的影响，上海山阳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特别推出了消费优惠活动。此外，7 月份以

来，山阳田园在每周末举办户外夜市活动，力

图做强夜间经济，吸引游客留下来、住下来。

杏子在新疆喀什地区

栽培历史悠久，是当地林

果 主 导 产 业 之 一 。 近 年

来，当地通过技术引进来、

产品走出去、延长产业链

等方式，提高了杏子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蹚出了一

条鲜杏闯市场的新路径。

图① 英吉沙县乌恰镇包孜

洪村，农户们给杏子分选、套袋、

装箱。娜扎凯提摄（中经视觉）

图② 英吉沙县乌恰镇包孜

洪村杏园，村民在采摘鲜杏。

本报记者 耿丹丹摄

②②

①①

孩子们在参与夏令营活动孩子们在参与夏令营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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