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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林

在上海感受地道西藏风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代代

玲玲

本版编辑 常 理 美 编 倪梦婷

海南做足做好热带农产品产销对接——

小 众 水 果 走 上 百 姓 餐 桌
本报记者 王 伟

党的二十大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创产品也将迎

来广阔的发展空间。要进一步做好文创产品体制机制、开发模式、灵感创意、

销售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工作，推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

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这为我们在新时代新

征程做好文创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创产品遍地开

花、蓬勃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

呈现多向交互融合态势。仅 2020 年，全国博

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种类就达 12.4 万种，实际

收入超 11 亿元。文创口红、雪糕、朝珠耳机、

考古盲盒、萌宠玩偶的出圈出彩，使文物“活”

起来，让文物文化以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到

的方式走进百姓、融入生活，拉动了消费、带

动了经济。迈步新征程，经济高速增长、物质

条件显著改善、公民素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不

断提升，驶入快车道的文创产品必将迎来爆

发式发展。

创新体制机制。博物馆、纪念馆、图书

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作为文创产品研发的

主阵地和主力军，需要上下联动同向发力，敢

为人先、创新突破，摒弃简单复制、粗放经营

的纪念品式老套思路，探索走出一条既彰显

地域文化特色又能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文创

产品的发展之路。

拓展开发模式。当前，经济发达地区文

创产品开发渐入正轨，但市县基层文化机构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处于探索起步阶

段。可采用“总分”模式，即以综合文化机构

为龙头，县区文化机构为支撑，成立公司或寻

求名企、名品及当地优质企业开展合作，共享

文创资源，集团化运营、集约式发展，聚集力

量、提升影响、扩容效益，实现以大带小、区域

协同。

激发创意灵感。消费者对于文创产品的

热衷，不仅仅是基于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更

重要的是对其背后所承载的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的认同和共鸣。要在充分研

究阐释的基础上，提炼价值精髓、突出地域特

色、注入时尚元素，以走心设计、舒服色彩、优

质材料、科技手段和品控管理，提升实用性、

体验性、现代性和附加值，打造精品名牌，融

入现代生活，让中华文化焕发新时代光彩。

做好营销管理。一方面，在文化文博单

位和重要商圈常设文创商店，并结合文物展

览、图书展销、传统民俗、重要节会等设置临

时商铺配套销售。另一方面，做好实体店面

与网络商店、直播销售、新媒体平台推介相结

合，不仅要扩大文旅耦合效应，让消费者在观

光旅游、休闲度假的同时“吃进文化”“带走文

化”，更要跨出当地当时的旅游市场小圈子，

扩大基础消费群体，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大

市场。

保护知识产权。面对诉讼难、获赔少，

“山寨”盗版屡禁不止等问题。需要内外环境

双重净化。外环境净化，就是要加快健全文

创产品相关知识产权制度，加大行政保护、司

法保护、行业监管、普法宣传、侵权赔偿及全

链条打击力度，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内环境

净化，就是文创企业和机构要统筹内控制度、

生产环节、经营活动、技术手段等各个环节，

降低被侵权的风险和成本。

文创产业增效经济发展，消费繁荣提振

文创信心。要顺应文创产业化和产业文创化

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

传统文化业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激活生命力、彰显新魅力、展现新担当，全

面开拓经济发展“新蓝海”。

“我是第一次来摘红毛丹。红毛丹不仅

好吃而且好看，一个个挂在树上像一串串红

色的灯笼。”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的 红 毛 丹 果 园 里 ，河 南 游 客 李 逸 阳 告 诉

记者。

“保亭红毛丹”是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特产，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保亭年平均气温在 20.7℃到 24.5℃之

间，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保亭出产的

红毛丹外观鲜艳、清甜可口。前不久，首届

“保亭拾光·当红不让”红毛丹主题文化节举

办，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让红毛丹这个

小众的水果品种走进大众视野，给消费者留

下了深刻印象。

佳果芳馨

对于山多田少的保亭而言，特色和高效

无疑是发展农业的现实路径。“保亭依托稀

缺的热带农业资源，做足‘季节差、名特优’

文章，打出了一张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

牌。‘保亭柒鲜’声名在外，而保亭柒鲜首，当

数红毛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穆克瑞表示，红毛丹年总产值已突破 4 亿

元，是保亭特色农业的一张王牌。

保亭地处北纬 18 度，属热带季风气候

区，年降雨量达 1800 毫升到 2300 毫升，长

夏无冬，热量丰沛，是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的天堂，同时也是海南省“大三亚”旅游

经 济 圈 市 县 。 这 里 出 产 的 红 毛 丹 鲜 甜 多

汁，“似甘露凝冰，如脂浓芳馨”正是对红毛

丹的真实写照。

目前，世界上栽种红毛丹面积最大的是

泰国，其次是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柬埔寨等

地，而中国能种植红毛丹的地方只有海南。

“红毛丹珍稀少有，不易种植，经过 60

多年的培育，红毛丹终于在保亭这片土地上

枝繁叶茂。目前拥有保研 2 号、4 号、5 号、7

号等多个品种，种植面积从当初的 400 亩扩

增到 3 万亩，成为全国种植红毛丹面积最大

的地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陈振华说，保亭红毛丹品种丰富、品

质上乘，颗颗剔透，甘甜多汁，风味极佳。

在京东购物平台，保亭红毛丹的好评率

很高。在中国特产·祥符馆，保亭 7 号红毛

丹 礼 盒 3 斤 装 价 格 为 98 元 ，好 评 率 达 到

97%。不少消费者在评价区留言：“红毛丹

很新鲜，香甜可口，很不错，下次还来买。”

“太好吃了，超级新鲜，果实大又甜。”

“红毛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碳

水化合物和多种矿物质，脆甜可口，我和家

里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可以说是红毛丹

的忠实粉丝。”北京市丰台区居民张颖说，

“每年我都会多次回购海南的保亭红毛丹。”

产旅融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

要发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势，建设全

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

保亭不断拓宽产业链条，推动以红毛丹

为代表的特色农业以及全域旅游等产业提

质升级，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消费

体验。保亭红毛丹正在被打造成海南省乃

至全国的知名品牌。

从 2012 年到现在，保亭已成功举办了

多届红毛丹相关的农旅活动。这些活动把

景区、酒店、农家乐、乡村民宿、露营地和果

园有机串联起来，丰富和促进了消费。如

今，游客们行走在保亭的乡村田野间，有美

果吃、有风景看、有产品买、有地方住，全场

景 、沉 浸 式 感 受 吸 引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 。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杨晓洋建议：“可以

通过创办水果节，打造水果主题旅游小镇、

水果庄园等，开发出更多的特色旅游产品，

打造出果蔬名片，更好地将海南果蔬推广

出去。”

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保亭县不久前举

办了红毛丹主题文化节，并启动了为期一个

月的文旅活动。包括雨林时装秀、红火露营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在全民采摘月期

间，保亭推出多条采摘路线，涵盖景区、温

泉、酒店、农家乐和果园等特色文化元素，让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更好地结合了起来。

“通过这些活动，在原来红毛丹采摘季

的基础上，注入更多的现代、国际元素，把保

亭 红 毛 丹 推 向 全 国 ，推 向 世 界 。”穆 克 瑞

表示。

“在科研上，我们在充分利用省级红毛

丹种质资源圃的基础上，推广新品种，保障

红毛丹的品质更上一层楼；在规模上，我们

将从现在的 3 万亩扩大到今后的 5 万亩种植

面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林良表示，先进的技术可以赋能产业延

伸，让保亭红毛丹合理扩种增产。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高品质的产品。”

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副秘书长周秋平认为，

要在技术上突破红毛丹肉跟核的分离，突破

树冠矮化等技术，达到优中更优。

拓展渠道

为了鼓励企业和农户种植红毛丹，保亭

编制了《红毛丹产业发展专项

规划（2016—2020）》，大力推进

红毛丹产业发展，累计扶持 452

户农户种植红毛丹 5574 亩。同

时，保亭还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模

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每到红毛丹上市季节，保亭便会

迎来客流量高峰，保亭山丹丹果园管

理人员叶逢春说：“来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我们很多村民都开了农家乐、民

宿。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我们合作社是最早在保亭成规

模种植红毛丹的合作社之一。我们通

过了高标准农业生产认证，种植过程

无害。通过数据分析以及无人机作

业，我们种的红毛丹在市场上非常受

欢迎。”保亭什鹿岭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符志魁说。

红毛丹除了果实可以食用，树根、

树皮也具有药用价值。种植户郭家英

介绍：“红毛丹的经济价值非常可观，目

前的收购价格能卖到每斤 10 元，零售价

格在 20 元到 40 元。除了鲜果食用，红毛丹

植株的外表也很美观，可以作为园林观赏树

木，这又给红毛丹涨了身价。”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各项利好政策的

推动，以热带蔬果、热带雨林、黎苗风情等乡

村资源为依托，以保亭红毛丹作为‘一封甜

蜜的邀请函’，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走进保亭，感受红毛丹别样的红色风情。我

们也期待更多的热带特色蔬果装进消费者

的‘购物车’，更多的农旅产品撬动本地旅游

市场。”穆克瑞说。

青稞面、青稞酒、青稞翰林

酥、青稞植物奶、青稞拿铁⋯⋯11

月 6 日，在上海联合大厦举行的

“藏品入沪”选品品鉴会上，来自

雪域高原的青稞让消费者们大开

眼界。

“原来，青稞可以做出这么多

产品，每一种的口感还都不错，真

是令人惊叹！”一边观看青稞翰林

酥制作技艺，一边品尝着青稞产

品的上海消费者周大雷说，满嘴

都是青稞的香味，仿佛置身雪域

高原。

以前，周大雷也曾买过诸如

青稞面等西藏特色产品，对青稞

并不陌生，但是见到并品尝到如

此丰富的青稞产品还是第一次。

不只是青稞产品，牦牛肉干、低氘

小分子矿泉水⋯⋯来自西藏的近

百种农特产品让他目不暇接。在

试吃一番后，他代表公司采购了

20 多万元的西藏产品。

“这些产品口味正宗，口感也

是大众能接受的，有的还挺美味，

发给员工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来自

西藏的独特风味。”周大雷说，西

藏的生态环境优良，出产的产品

品质好，值得消费。

为了打造出消费者满意的好

产品，2012 年以来，西藏立足资

源禀赋，累计落实各类特色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68.28 亿元，

建设了青稞、牦牛、藏羊等 10 个

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基地。“西藏青

稞”成为西藏发布的第一个农牧

业区域公用品牌。目前，西藏拥

有中国驰名商标 5 个，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产品等农产

品总数达到 1150 个，是 2012 年的

7.5 倍，有效增强了农畜产品市场

竞争力。

以上海对口支援的西藏日喀

则市为例，通过大力发展净土健

康产业，充分发挥青藏高原水、空

气、土壤、人文环境“四不污染”的

独特优势，日喀则不断挖掘具有

民族化、区域化、人文特色的产品，并在援藏帮扶下，将它们

销售到了上海市场。过去 3 年里，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

利用“10 个直营店、20 个生活馆、100 个专店专柜”的网络布

局，帮助日喀则 22 家企业近 50 种特色产品打入上海市场，

萨迦八思巴藏香等 19 款产品被评为上海首批“百县百品”

特色产品。上海消费者对西藏产品的认识逐步加深，消费

热情高涨。仅本次“藏品入沪”活动现场，西藏企业与上海

采购商就达成了近百万元的采购协议。

上海第十批援藏联络组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

副市长彭一浩介绍，现在，有机青稞、珠峰牛羊、唐卡藏毯、

天然饮用水等特色产品在上海深入人心，广受欢迎。

家住上海市杨浦区的孙翠华在品尝过西藏牦牛肉干等

产品后，对西藏味道情有独钟，时不时就在网上购买西藏特

色产品。“我特别喜欢吃西藏的牦牛肉干，香味浓郁，特有嚼

劲。要是在上海就能买到多好。”孙翠华说，网购从西藏发

货的话等待的时间比较久，从其他城市发货比较快但是又

担心不地道。

如今，在西藏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第十批

援藏干部人才联络组共同努力下，“西藏特色产品消费帮扶

体验馆”落户上海，将把上海大市场、大流通、大平台优势与

西藏资源禀赋优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更多消费者了

解西藏特色产品，推动产销对接。西藏自治区政府驻上海

办事处党组副书记、主任杨中华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积极协

调更多西藏优质农产品走进上海消费市场。

听到这个消息后，孙翠华十分激动，她想经常买到正宗

西藏特色产品的愿望得以实现。

“前几年，我想买西藏新鲜的牛羊肉，没找到合适的人

拼单没买成，现在上海就有店了，买东西方便多了，品质也

有保证。”孙翠华表示，以后会常常光顾西藏特色产品消费

体验馆。

另一位上海消费者杨志军对记者说：“‘藏品入沪’活动

和西藏特色产品消费帮扶体验馆搭建了上海消费者购买西

藏优质产品的平台，希望西藏各级部门能更好地支持这个

平台做大做强，让更多上海消费者便捷地买到优质的西藏

特色产品，同时，反哺西藏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参与的农牧

民增收。”

左图左图 晶莹剔透的红毛丹果肉晶莹剔透的红毛丹果肉。。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海消费者选购西藏特色产品上海消费者选购西藏特色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 商场售卖的红毛丹商品商场售卖的红毛丹商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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