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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海南荔枝红

本报记者

王

伟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林春宏

“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明代

诗人丘浚曾这样赞誉海南荔枝的天然美质。又

是一年荔枝红，每年 3 月至 6 月，南到三亚，北至

海口，漫山遍野的荔枝树在海南渐次红透枝头。

近年来，随着海南荔枝品种日渐丰富、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小小荔枝果跨越山海，畅销岛

外，逐渐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乡

村振兴路上飘满荔枝香。当前，荔枝产业已成

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重点发展的产业之

一，海南正凭借早熟荔枝的季节优势，积极培育

荔枝全产业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致富路上荔枝甜

正午时分，海南省定安县龙门镇赤土村村

民莫光显顶着烈日在荔枝林里穿梭。只见他一

手擦着汗水，一手拿着手机：“老刘，今天我这里

只能给你 200 箱，更多就给不了了，因为杭州那

边人家早订了。”2017 年，莫光显把家里 8 亩旱

地全都种上了荔枝，于去年开始开花结果。

“预计今年产值达到 4 万元，争取明年达到

5 万元。”莫光显说，自己刚开始“啥都不懂”，在

合作社和县农技部门技术人员的帮扶下，逐渐

学会了科学种植与管理，用环保的技术施肥、浇

灌。如今莫光显靠着这片丰收的荔枝林，日子

越过越有盼头了。

在莫光显果园不远处的光辉岁月共享农庄

里，负责人周庆丰正在指挥工人们打包。今年

该农庄的荔枝上市较早，大批果实早在 5 月中

旬就已上市发往大江南北。目前农庄种有荔枝

200 亩，预计今年产量达 39.6 万斤，产值近 300

万元。

“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种植荔枝，带动周边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近些年，周庆丰的农庄每

年采果期带动了 600 多人就业，带动周边荔枝

种植面积近 2000 亩，帮助周边村民学习荔枝的

科学种植与管理技术等，荔枝采摘游学也带动

了周边民宿服务业的发展。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荔香路两边，个大饱

满的鲜红荔枝压弯了枝头、村民们骑着满载荔

枝的三轮车在各收购点进进出出、各大荔枝收

购站的打包工人们正忙得不可开交，“永兴荔枝

王”自产自销一条街上熙熙攘攘。永兴以盛产

“火山荔枝王”品种著称，被誉为“荔枝之乡”，今

年，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 3 万余亩，预计产量

3000 万斤。

在永兴电商服务中心，“90 后”返乡大学生

王聚鹏致力于开拓直播电商销售、社区团购等

新产销渠道，助力当地企业发展荔枝花蜜、荔枝

汽水等加工业，挖掘和策划赏荔枝花海乡村旅

游产品等。

“服务中心已经孵化了 20 多家本地企业，

带动 300 多户贫困户脱贫。目前我们正努力探

索荔枝产业的三产融合发展，以带动当地更多

农户增收致富。”王聚鹏对此充满信心。

目前，海南荔枝种植面积达 33 万亩，年产

量约 23 万吨。主产区分布在陵水、文昌、海口、

定安等市县，一颗颗荔枝已成为各市县乡村振

兴的“致富果”。

好生态种出好果子

“荔枝的种植管理十分讲究，我们要做的

是 在 人 为 控 制 的 范 围 内 把 科 学 管 理 做 到 极

致。”周庆丰对荔枝种植技术颇有心得。这位

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的“荔枝种植专家”，将计算机的系

统思维应用于农业种植，小到每

棵 荔 枝 树 的 有 机 质 含 量 ，

大到整个农庄荔枝林的

生 长 周 期 ，周 庆 丰 始 终

坚持“生物种植，物理防治，化学施肥”“要养好

地、种好树、结健康果”，最终做到“质量最好，

产品绿色”。

“好生态才能种出好果子，我们在保护好大

的生态环境的同时，竭力教育动员果农保护营

造好果园的微观生态环境，多用农家肥、生物

肥，采取生物灭菌灭虫，荔枝树生长得茁壮抗病

能力就强，对我们绿色生产大有帮助。”定安县

农科发展中心主任陈龙说。

定安设立了 11 个镇级检测站，覆盖全县 10

个镇。农科发展中心检测室联合这些乡镇检测

站对荔枝生产从种植、采摘、收购到出岛的全过

程进行农药残留监控和检测。截至 5 月 31 日，

定安县荔枝快速检测 3000 多批次，开具荔枝专

项 报 告 单 、合 格 证 各 2501 份 ，荔 枝 出 岛 车 辆

1103 辆，荔枝出岛 11288.1 吨。

“皮薄汁多，甘甜鲜嫩”，这是很多消费者对

定安荔枝的评价。截至目前，定安县荔枝种植

面积 3.4 万亩，年产量达 2.5 万吨，实现产业效益

4 亿元。其中，龙门镇作为定安县荔枝产销大

镇，以种植“妃子笑”品种为主，今年总产量约为

1680 万斤，带动从事荔枝务工人数 6000 余人，

预计荔枝收入超 1 亿元。

“个头可媲美鸡蛋”“果皮艳若朝霞”“果肉

莹润如玉”⋯⋯海口市秀英区火山腹地培育的

火山荔枝王，凭借其硕大果形、肉厚汁多、脆甜

味香等特征闻名天下。

秀英区种植荔枝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良

好的生态保护，使得现存 4.4 万亩野生荔枝林依

旧生机勃勃。这里的 2000 多株百年古荔枝树，

形成世界罕见的野生荔枝母本群。荔枝王、妃

子笑、白糖罂、南岛无核荔枝、青皮荔枝等 20 多

个新品种荔枝皆可在这一株株百年古树的枝头

找到其来源，并凭借其不同风味备受市场欢迎。

“为了抓好农产品的生产，秀英区委、区政

府严格统一执行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秀英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政表示，当前秀英区全面推

广应用海口火山荔枝团体标准，通过不断举办

系列培训、指导、宣传活动，帮助果农掌握和运

用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实现火山荔枝产前、产

中、产后各环节均有标准可依，进一步推动了火

山荔枝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稳步发展。

近年来，为推进荔枝产业的发展，海南出台

很多鼓励种植户提升种植管理技术的相关政

策。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处二级调研员刘明

彬说，“比如设立高质量发展基金，只要是集中

应用先进生产技术和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

展的，相关部门将给予 30%左右的奖补资金”。

种得好也要卖得好

海南春早时，三月荔枝香。阳春三月，海南

乐东万冲镇上青红相间的“桂花香”荔枝早已挂

满了枝头，成为全国首批上市的荔枝。“相比于

往年，今年‘桂花香’挂果量更好，且供不应求，

年初荔枝花刚谢还未挂果时就被全国各地的收

购 商 订 购 完 了 。”万 冲 荔 枝 基 地 负 责 人 陶 永

华说。

“海南荔枝的优势是上市早，要比广东、广

西等省份早上市 1 个月。季节差的巨大优势让

海南荔枝供不应求。”刘明彬说。

2022 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海南

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三年

（2022—2024）行动方案》提出，打造荔枝全产业

链，进一步扩大季节优势，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持续丰富品种结构，适度扩大无核荔枝等高端

品种生产规模；强化海南荔枝在 RCEP 成员国

的宣传推介力度；等等。

“今天下单，隔天北京、上海就能吃到新鲜

荔枝”。连日来海南各荔枝主产区不断拓展电

商销售渠道，依托不断升级的物流系统，呈现产

销两旺的火热场景，实现从“一骑红尘”到“日行

千荔”。

海南澄迈县大丰镇荔枝园内，不少网红达

人在线直播销售荔枝；海口市琼山区拓展“地头

直播”推销等新型社交电商渠道，实现从供应方

到供应链的转变；海口市秀英区举办直播电商

人才培训活动，邀请直播电商达人围绕“‘三农’

纯自然流量与付费流量如何打爆销售业绩”等

内容现场授课；文昌东路镇举办荔枝节活动，扶

持本土电商，通过线上线下组合营销，将精品

“妃子笑”荔枝销往全国各地⋯⋯

火山荔枝月乡村采摘游系列活动、“椰城香

见·2023 海口火山荔枝夏日市集”活动、2023 海

口市秀英区火山荔枝王大比拼、2023 海南荔枝

新品种现场观摩品鉴会⋯⋯近年来，海南多地

积极开拓市场，围绕荔枝产业开展各式各样的

营销主题宣传，打造具有强竞争力的荔枝产业

带，推动荔枝品牌化发展。

“这种直观、接地气的销售模式，受到了消

费者的欢迎，线上线下的销量都有较大增长。”

定安县龙门镇党委书记苏汝成表示。

珍稀生物京城“撒欢儿”
本报记者 杨学聪

6 月的麦田，随着几声啁啾热闹起来。在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义庄村，棕扇尾莺雏鸟

在麦穗上跳跃，雌鸟在捕虫喂食。鸟类展翅翱

翔之间，给绿油油的麦田增添了几分生机与灵

动。蓝天白云下，村庄、河流与麦田交相辉映，

多彩自然的风韵引人流连。

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一幅幅人

水和谐的生动画面在首都北京铺陈开来。越

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京城安家落户。

欢欣跳跃的棕扇尾莺是一种小型鸟类，体

长 9 厘米至 11 厘米。上体栗棕色具粗著的黑

褐色羽干纹和棕白色眉纹，下背、腰和尾上覆

羽黑褐色，羽干纹细弱而不明显。此鸟常见于

海拔 1200 米以下，常栖于开阔草地、农田及甘

蔗地，是筑巢高手。

除了棕扇尾莺，大兴区目前观测到野生鸟

类 211 种。世界极危物种黄胸鹀、“鸟中大熊

猫”震旦鸦雀等珍稀野生动物也纷纷安家落

户，生物多样性“朋友圈”逐渐扩大。

不止在城市周边，珍稀鸟类同样出现在北

京的中心城区。“以前是好几台相机手机挤在

一起对着一只鸟拍，只能拍到 10 多种鸟。现在

是好几台相机对着一群鸟拍，鸟的种类也越来

越多，在丰台区能拍到 70 多种鸟类，有时候都

抓拍不过来！”拍鸟达人高洪升说。

高洪升家住丰台区，自 10年前退休，就开始

用手机和相机记录环境变化。他感受最深的是，

“观鸟不用到郊区，家门口就蓝绿交织，鸟雀成

群”。随着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家门口就能

拍到震旦鸦雀、纹须雀、白眉鸠鹟、中华攀雀、熊

猫鸭等珍稀鸟种。现在，在园博园、晓月湖、宛平

湖、北宫森林公园⋯⋯就连城区的沙窝桥、凉水

河、莲花池等水域，也时常见到抓拍小鸟的人们。

鸟类翔集离不开青山绿水。为守护“绿

水”，丰台区 2021 年获批北京市首个国家地下

水污染防治试验区试点，2022 年设立全市首个

区级水生态监测实验室，在水环境及水生态治

理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生态环境好转，不只有

居民眼见为实，更有调查数据说话。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

张敏告诉记者，2022 年丰台区分别于春季、夏

季、秋季对辖区三大水系 14 条河流 25 个监测

样点开展水生态环境状况野外调查，共捕获鱼

类 30 种 2487 尾，较 2021 年增加 8 种 1333 尾，新

发现马口鱼、宽鳍鱲等 4 种清洁指示鱼类，水环

境状况明显改善。

目前区域内 14条河湖中凉水河和小清河处

于良好状况，永定河等 8 条河流处于中等状况。

尤其是2023年年初至今，丰台区2个国家考核断

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为100%，7个市级考

核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为85.7%。

要留住鸟群，不止需要绿底色，更需要充裕

的“口粮”。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依托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他们在坚持以

乡土树种、长寿树种、抗逆性强的树种为选择的

前提下，更多考虑为动物提供食源的苗木品种，

比如栽植柿子树、山楂树、海棠树、珍珠梅等，逐

步建立起完整的食物链，增加生物多样性。

自 2021 年起，大兴区在平原生态林地块内

建设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成为“常规操作”。截

至今年 3 月，共建设完成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

31处，建设小微湿地 46处共 28372平方米，镶嵌

在城乡各处的小微湿地，成为动物们的重要饮

水地。同时，增设人工鸟巢、昆虫旅馆，种植食

源性蜜源性植物，帮更多野生动物安居。

此外，大兴区还推动新造林与原有零散绿

地连通连片，畅通生态廊道，为动物迁徙提供

生态跳岛。同时，着眼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提

升，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统筹推进污染防

治、生态补水等措施，使森林与建筑相交互，自

然和城市相融合。

为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北京市将于

2020 年至 2025 年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工作。2022 年，阶段性调查实地记录各类物

种 3560 种 ，2020 年 至 2022 年 累 计 记 录 6408

种。其中，高等植物累计 2111 种、脊椎动物

399 种、昆虫 2396 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303

种、藻类 315 种、大型真菌 884 种。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

曹志萍表示，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往往涉及大

尺度大空间和长时间跨度。2022 年，北京市生

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 71.1，实现连续多年稳

定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优良。在北京，作为生

物重要通道的自然岸线保有率达到 69.5%，为

动物提供了良好的“交通”“补给”条件，实现了

水里和陆上的通行自由。

提升生态智慧治理能力

郑

杨

当前，我国 2.31 亿公

顷的森林由不到 120 万名

全国各级林长悉心管护，

其 中 的 艰 辛 可 想 而 知 。

广东东莞融合云计算、物

联网等新技术搭建的“智

慧 林 长 平 台 ”已 覆 盖 全

市，不仅巡山护林工作变

得 更 轻 松 、更 精 细 ，还 拓

展出林业生物多样性、林

业 碳 汇 等 多 种 业 务 的 智

能化管理新模式。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建 设

美丽中国。近年来，随着

林 长 制 等 生 态 制 度 创 新

的探索卓有成效地推进，

天蓝、地绿、水清、景美的

生 态 画 卷 成 为 越 来 越 多

城市的亮丽名片。同时，

大家也真切地感受到，打

赢 这 场 绿 色 转 型 战 役 绝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功 。 如 何

让绿美家园早日建成、长

长 久 久 ？ 多 个 领 域 的 探

索 表 明 ：寻 求 科 技 赋 能 、

提升“智治”能力，是加速

形成系统、长效生态保护

发展机制的有效途径。

以林长制为例，去年

我 国 已 如 期 实 现 全 面 建

立林长制的目标，但长效

管 理 机 制 的 健 全 仍 面 临

许多挑战。“林长办”工作

多而杂，如何科学考核和激励？基层人员年龄偏大，

巡山健康安全如何保障？对森林防盗、防火、防虫害

等各类事件，如何去动态监控、追踪并高效流转处

理？从东莞“智慧林长平台”的运行情况看，数字化

治理新模式让每山每地精准定位，每人每岗责任压

实，各类事件可即时上报，上下互动、部门联动及时

处理⋯⋯解放了林长、优化了决策、便利了考核，更

适应了现代林业赋予林长制的新功能，形成森林保

护、碳汇、科普等一盘棋推进的新局面。

放眼全国，越早注重提升生态智慧治理能力的

城市，就越早收获丰富的生态产品、享受良好生态所

回馈的经济社会价值。如“世界工厂”东莞实现生态

资源“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不断升级：曾污染严重的茅洲河流域如今碧道环

绕、白鹭翻飞；智能视觉等新产业加速聚集；多样化

的自然公园成为松山湖科学城“生态后花园”，吸引

众多海内外院士、科学家扎根⋯⋯绿美生态，成了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的突出优势、响亮品牌。

如何发力“智治”，让科技为长效生态保护机制

插上翅膀？三方面借力必不可少。

一是借力市场，让作为创新主体的广大企业参

与进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的城市，其“智

治”并不是简单的“天眼”监测加互联网办公，背后往

往凝结着深耕细分领域的“绣花功夫”。如广州古榕

树的保护，便用了物联网通信企业技象科技研发的

“古树名木智能管理系统”，让护林人全方位掌握古

树状况。守护古树如此，守护候鸟、红树林也需个性

化的科技产品，森林、湿地、滨海滩涂的养护需求各

有不同，各地政府可因地制宜，推动企业在细分领域

大显身手，研发创新技术、设备。

二是借力智慧城市建设成果，让各部门“独角

戏”变为“大合唱”。随着“大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生

态建设被赋予丰富内涵，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到改善

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生态旅游，需要众多部门统筹施

策、齐抓共管。当下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为扭

转各部门各管一摊的局面提供了契机，各地在智慧

城市建设中应重视不同平台的共享和互联互通，一

盘棋疏堵点、解难点，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三是借力公众智慧，让互联网科技成为群策群

力共建家园的有效手段。美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过去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缺乏有效途径，如今不

少城市已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凝聚人心、汇集众

智。如过去林长制多通过广设公示牌、定期搞宣传

活动来扩大影响，而今东莞等地的林长制面向公众

提供“互联网+”服务，架设对政府监督和交流、出谋

划策的桥梁，调动全社会齐心守护绿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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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饱满的海口“火山荔枝王”。 刘 茜摄（中经视觉）

今年荔枝大丰收，海口市秀英区的种植户们正

在采摘荔枝。 陈创淼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