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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果 子 走 上 产 业 化 之 路
——贵州刺梨产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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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该如何充分发挥农村特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在贵州，刺梨这一过去生长在深山的野果子，就逐步壮大成促进百姓增收

的“致富果”。数据显示，通过全产业链培育壮大刺梨产业，2019 年以来，

贵州刺梨综合产值从 36.98 亿元增加至 150.8 亿元，增长率连续 4 年超过

35%。小小刺梨的产业化之路是什么样的？

作为一个产业，贵州刺梨的发展之路

较为坎坷。如今，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刺

梨产业实现从深山野果向百亿产业的华丽

蝶变，为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百姓收入作

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案例。

应该看到，做大做强产业不是短时间

内能一蹴而就的。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特

色产业，贵州刺梨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求生存、谋发展，还有不少短板要补，需

要不断筑牢产业根基，久久为功。需要秉

持开放心态，善于吸纳各方智慧、积极推

动交流合作，汇聚起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的

力量。

从市场来看，必须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加强交流合作，广泛依靠省外乃至境外市

场，培育起足够大的消费群体，为产业壮大

提供空间。

从技术层面来讲，贵州对刺梨的研究

重在种植端，在功效研究、产品研发上力

量极为有限、成果相对不足，必须加强与

国内国际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借助外部

力量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因 此 ， 作 为 贵 州 刺 梨 产 业 的 参 与 方 ，

不管是种植农户、生产企业还是相关政府

部门，均要抱着开放心态来推动发展，积

极走出去推介，学人之长、补己之短。积

极创造良好的科研、创业环境，提供公平

发展的机会，搭好干事创业的平台，促进

各方拿出真本事、干自己擅长的事情，最

终实现合作共赢，共同把产业做大。

贵州刺梨产业增速已经连续 4 年超过

35%，展现出蓬勃生命力。我们相信，曾经

隐于深山的野果子，

一定能成为阔步都市

的消费新宠。

秉持开放心态做强产业

▷▷ 即 将 下 树即 将 下 树

的刺梨鲜果的刺梨鲜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提 到 刺 梨 ， 可 能 很 多 人 会 感 到 陌 生 。 其

实，这一过去生长在深山的小野果，已在贵州

省逐步壮大成百亿级产业。特别是随着人们对

于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强，凭借维生素 C 含量在

果蔬中“傲视群雄”，刺梨产品销量在去年底出

现小高潮。

贵州是如何做到的？经济日报记者调查发

现，为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农业农村特色

资源优势，贵州充分利用刺梨资源丰富的特

点，近年来努力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围

绕“统一公共品牌、统一功效研究、统一系列

标准”，持续打造优质产品、培育龙头企业、壮

大 产 业 规 模 ， 全 产 业 链 培 育 壮 大 刺 梨 产 业 。

2022 年，贵州刺梨综合产值达 150.8 亿元，小小

刺梨渐成气候，逐渐成为当地人的“致富果”。

走出深山不容易

立春时节，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寒意。在贵

州省龙里县谷脚镇茶香村的大小山头上，随处

可见管护刺梨的村民。

茶香村是远近闻名的“刺梨沟”，也是龙里

县乃至贵州省最早大规模种植刺梨的乡村之

一，目前种植面积达到 2.1 万亩。茶香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兰江告诉记者，该村依靠种

植刺梨，实现从“穷沟沟”到“金窝窝”的蝶

变，所产刺梨鲜果统一销售给县里的加工企

业，去年虽受天气影响减产，但村民人均纯收

入仍达到 1.5 万余元。

野生刺梨主要分布于贵州。长期以来，刺梨

被认为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医用价值，贵州民间

谚语中就有“刺梨上市，太医无事”的说法。

曾有研究发现，野生刺梨果实的维 C 含量

在每 100 克刺梨果肉中可达 1980 毫克至 3750 毫

克，远远高于其他果蔬。

如何把野果子变成产业，贵州很早就展开

了探索。1951 年 8 月，从事野生刺梨加工的国

营青岩酒厂成立，其主打产品花溪刺梨糯米酒

一度走出国门。上世纪 80 年代，贵州相继出现

了七八家刺梨饮料企业，刺梨饮料更是作为指

定产品走进汉城奥运会，但终究没能大规模发

展起来。

实现规模化种植，首先要解决品种问题。从

上大学起便一心扑在野生刺梨人工驯化、优良品

种选育和优质丰产技术体系构建的贵州大学教

授樊卫国告诉记者，“野生刺梨果实病虫害率比

较高，成熟期也都不一样，要成规模种植必须经

过人工驯化”。因为这个原因，贵州刺梨加工长

期处于小作坊阶段，只能用以泡酒，制作刺梨干、

刺梨膏等简单产品，销售情况时好时坏。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樊卫国带领团队，从

贵州各地收集了 400 多份野生刺梨进行人工栽

培驯化、品质分析鉴定和优良品种的选育，结

果 一 个 都 没 有 选 出 来 。 1992 年 到 2000 年 8 年

多，面对一次次失败，30 多人的团队最终只剩

下樊卫国一个人还在坚持，“搞育种和栽培的时

间太漫长了，很多人耐不住这种寂寞”。

没有人，樊卫国自己动手挖地除草；缺乏

研究经费，自制植物性农药防控病虫。功夫不

负有心人，到 2009 年，他终于成功选育出 4 个

刺梨优良新品种，其中“贵农 5 号”“贵农 7

号”目前在贵州省内栽培面积达 95%左右。

2012 年，龙里被命名为“中国刺梨之乡”，

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龙里刺梨”实施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贵州刺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新一轮退耕还林的推进，贵州在六盘

水、毕节、黔南等地大规模推广刺梨种植。目

前，刺梨在贵州省内的种植面积达 210 万亩，

2022 年实现鲜果产量 30 万吨。

与种植规模同步提升的是刺梨加工能力。

目前，贵州以刺梨产品为主的生产加工企业 78

家，其中规上企业 30 家，刺梨鲜果加工能力约

32 万吨。恒力源、山王果、初好等刺梨加工企

业先后被认定为贵州省绿色工厂、智慧工厂、

专精特新企业。

贵 州 还 引 进 广 药 集 团 、 国 药 集 团 、 娃 哈

哈、好彩头等一批优强企业，带动提升刺梨深

加工能力，打造出了拳头产品、超级单品。如

广药集团以“王老吉”品牌赋能，2019 年开发

的 “ 刺 柠 吉 ”， 投 产 当 年 销 售 收 入 过 1 亿 元 ，

2020 年销售收入超 5 亿元，2022 年的销售额预

计达 12 亿元。

随着加工能力、品牌影响力的提升，贵州刺

梨企业的生产模式与营销方式正发生革命性变

化——从简单的代加工到合作开发，从单一的鲜

果压榨到扩大深加工产品种类，从专业化分工到

多方共建产业生态，刺梨产业在实现资源共享、

转型发展、互补共赢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据不完

全统计，2022 年上半年，贵州从事刺梨产品流通

销售的市场主体 303 家，105 家市场主体注册商

标 765 件；刺梨产品省外销售占比约 65%。

刺梨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贵州省如期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

重要贡献。以六盘水市水城区为例，其刺梨种

植面积达 40.3 万亩，2022 年刺梨产业实现总产

值 3.5 亿 元 ， 加 工 产 品 完 成 销 售 额 2.3 亿 元 ；

16.2 万农民从中受益，刺梨种植农户户均增收

4 万余元。漫山的刺梨成了群众的“幸福不动

产”和“绿色提款机”。

产业化仍处起步阶段

走进贵州省龙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内的恒

力源天然生物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只见自动化

生产线忙个不停，杀菌、罐装⋯⋯经过 10 多道

工序后，原汁、饮料等产品源源不断通过传送

带抵达包装车间。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日益重视，刺梨产品

愈发受到消费者喜爱。”贵州恒力源实业集团常

务副总经理林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去年完成销

售额 8000 多万元，刺梨原汁、刺梨口服液等产品

的销量实现较快增长；还加强与省外企业合作，

共同打造新产品，拓展了刺梨产品的市场。

贵 州 洋 太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则 充 分 发 挥

“广东企业+贵州资源”“广东市场+贵州产品”

“广东总部+贵州基地”“广东研发+贵州制造”

优势，创办千优谷刺梨品牌，利用恒力源公司

提供的原汁，打造了饮料、原汁等常规刺梨产

品以及刺梨维 C 片、刺梨嫩肤面膜等系列精

品，得到了广东等地消费者的积极回应。“我们

团队目前已经推动贵州刺梨产品陆续进驻全国

龙头商超、主流电商平台，更多融入大众生

活。”千优谷刺梨品牌创始人廖丹妮说。

虽然发展态势迅猛，但是贵州刺梨产业总

体仍处于政府引导的起步阶段，种植、加工、

品牌及市场推广等方面均存在亟待破解的难

题。多家刺梨加工企业负责人认

为，未来刺梨产品市场可能出现

产能过剩。

这种压力和担忧，一方面来自迅速增长的

刺梨鲜果产量。截至 2022 年，贵州刺梨的种植

面积已达 210 万亩，目前进入产果期的有 126.3

万亩，其中 72.6 万亩进入盛果期。相关人士测

算，即使在种植面积不再增加的情况下，鲜果

产量预计在短期内也将增加两三倍。

“如果刺梨管护得当，鲜果产量增长幅度甚

至更大，不仅现有加工能力难以消化掉，所生

产的产品市场也无法消纳。”龙里县刺梨产业发

展中心主任魏明艳认为。

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廖

丽婷则担心，如果产品销售不畅，刺梨加工企

业原汁库存较多、收购鲜果不积极，会传导到

上游影响农户管护、采摘积极性，进而伤及产

业发展根本。

作为贵州最早从事刺梨榨汁的企业之一，恒

力源公司每年拿出 1000 万元收购刺梨鲜果，但

因销售情况不佳，前几年均处于亏损状态，无法

消纳全部鲜果。龙里县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受

刺梨鲜果收购价格波动影响，当地部分农民种植

刺梨的信心受到一定影响，一些农户对刺梨后续

管护重视度不够，导致虫果、烂果问题出现，部分

地区刺梨病虫果的比例高达 60%。

压力的另一方面则来自科研不强、品牌不

响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产品同质化情况较为

严重，市场拓展不足。

作为刺梨加工企业，恒力源公司一直希望

在新品研发上取得突破，取得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的优势，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但均未取

得理想效果。“我们虽然与省内外的科研机构联

合开展了系列合作，但对刺梨功效的研究进入

一个瓶颈期。”林建告诉记者。

自 1987 年大学毕业就从事刺梨研究的贵州

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贵州省刺梨

产业研究院院长谭书明认为，贵州对刺梨的研

究在前期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目前研究基础仍

很薄弱，科研仪器不够先进，专职科研人员严

重不足，“在产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上均

很欠缺，无法对产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此外，贵州刺梨的品牌影响力虽在持续扩

大，但总体来看仍未赢得全社会高度认知，特

别是缺乏针对特殊人群的功能性认定产品，限

制了产品市场规模拓展。

据记者调查，目前刺梨产品的消费群体主

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在贵州生活工作过的人

士，二是具备一定营养健康知识的专业人士。

廖丹妮坦言，“推销刺梨产品太难了，很多消费

者对刺梨的功效价值不甚了解，特别是原汁的

酸涩口感让人们对刺梨的‘初体验’不太好”。

成立于 2006 年的贵州黔宝食品公司是龙里

县最早从事刺梨果脯、蜜饯加工的企业，该公

司副总经理蒋顺蓉告诉记者，“我们本想依靠原

有出货渠道销售刺梨原汁产品，没想到很少有

人购买原汁”。

随 着 产 业

规 模 快 速 扩 张 ，

产 业 标 准 体 系 问 题

也显得更加迫切。据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食品

所农业室主任席兴军介绍，目

前没有关于刺梨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也仅有 《刺梨培育技术规程》 一项，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加工等下游行业还是

空白。

由于标准缺失，及格线没有划定，导致进

入刺梨加工的门槛较低，使得精深加工总体上

处于“小、散、弱”状态。目前，贵州刺梨产

品仍以食品饮料类为主要产品形态，占总产量

的 85%左右；保健品类、药品及日化用品等高

附加值产品比重较低。

全链条发力谋求突破

问题所在就是潜力所在。虽然难题不少，

但业界对刺梨产业的未来发展仍充满信心。原

国家林业局总工程师封加平认为，贵州刺梨是

人无我有的产业，既可以避免产业趋同，又利

于不断拓展市场，“特别是随着刺梨药用功能与

保健功能的发掘，给发展刺梨生物制药与天然

保健品展示了十分美好的前景”。

与此同时，消费者对刺梨、维生素 C 功效

的认识持续加深，为产品扩大市场创造了新契

机。贵州省多家刺梨企业负责人表示，去年底

普遍出现了一个产品销售小高潮。

相关专家、企业负责人认为，贵州要加快

建设全国刺梨种植、加工、销售大省，要把农

产品变工业品，把工业品变健康消费品，还需

要全产业链发力。

打造高标准的种植基地。“只有管护上去了，

鲜果质量提高了，刺梨产业持续发展的根基才会

更牢固。”魏明艳认为，要采取现场培训等方式加

大技术培训力度，让广大种植农户更好更快掌握

刺梨种植、抚育、施肥和整形修剪等技术要领，通

过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服务，做好各环节技

术指导，提升刺梨基地管护水平。

培育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作为一个产业

舰队，必须培育实力雄厚的旗舰。

业内专家学者与企业一致认为，贵

州要尽快改变刺梨加工企业“小、

散、弱”状况，对企业实

施 技 改 升 级 、 数 字 化 改

造、加工产能提升等项目，支持、推动加工企

业提升精深加工能力，创新开发药品、功能性

新产品，提升产品品质，打造拳头产品。

扩展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只有品牌影响扩

大了，市场销售更好了，才能激励加工企业做

大做强，提升农民做好管护的自觉性。”廖丽婷

认为，一方面要持续加大宣传推介，不断扩大

“贵州刺梨”公共品牌的影响力，让更多人知道

贵州刺梨；另一方面要打造具有一定知名度的

刺梨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不断提升品牌市场

竞争力，带动扩大刺梨产品市场销售渠道。“扩

大贵州刺梨的品牌影响力，要重视讲好有地域

特征、健康意义、时间沉淀的‘刺梨故事’，支

持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经营模式，鼓

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享的创新平台。”

廖丹妮建议。

品牌培育是先有“品”再有“牌”的过程。席

兴军建议，要树立全局视野，尽快推动制定刺梨

产业相关行业标准甚至国家标准；通过实施高标

准质量标准体系，标注产品价值、诠释产品内涵，

给消费者提供可量化、可感知、可辨别、可体验的

标准。

“对于刺梨加工而言，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在

功效分析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以科学精准的

功效研究为拓展刺梨用途提供支撑。”林建建议，

相关部门要攥指成拳，整合国内外科研力量，集

中攻关一批关键技术。

随着各环节的突破，贵州刺梨产业将迎来新

的发展黄金期。

贵州省盘州市盘关镇贾西村万亩刺梨基地一角贵州省盘州市盘关镇贾西村万亩刺梨基地一角。（。（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贵 州 积 极 推贵 州 积 极 推

进刺梨产业与旅游融进刺梨产业与旅游融

合 发 展合 发 展 ，，刺 梨 园 成 了刺 梨 园 成 了

打卡点打卡点。。图为盘州市图为盘州市

盘关镇村民身着民族盘关镇村民身着民族

服 装 采 摘 刺 梨服 装 采 摘 刺 梨 ，，供 游供 游

客拍照客拍照。。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