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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芒果成为绿色大产业
本报记者 童 政

又是一年芒果季，广西百色市大大小小的

芒果园一派忙碌景象。新鲜采摘的芒果经过分

拣、包装、装车后发往全国各地。

“全国芒果看广西，广西芒果看百色”，全国

每 4 个芒果就有 1 个产自百色。据了解，2022

年，百色芒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30%，

百色芒果综合产值达 134 亿元。“十三五”时期，

百色芒果产区超过 25 万人通过种植芒果实现脱

贫。百色小芒果发展成为绿色大产业，是脱贫

奔小康的“致富果”，为革命老区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规模化种植产量高

百色芒果规模化发展，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1985 年，百色决定把芒果种植作为振兴

百色经济、加快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一项支柱

产业来抓。从此，百色一届又一届党委、政府，

接力抓芒果产业发展。

1993 年，百色提出“右江河谷要将芒果发展

到 100 万亩以上，力争建成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

基地”。2014 年，百色又提出芒果总面积突破

100 万亩、产量突破 100 万吨的“双百万”目标。

近 10 年来，百色不断加大投入，持续做大做

强产业，通过政府扶持、基地示范、企业参与等措

施，建设无公害、绿色芒果生产基地。同时，开展

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和新技术创新等，推动芒

果产业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集约化发展。

2023 年，百色芒果总产量预计将达到 125

万吨，约 40 万人从事芒果生产、加工、经营等工

作。芒果产业的发展，使百色走出了一条富有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走进田东县右江南岸英华芒果种植基

地，从山顶往下看，连片的芒果林一望无

际。“通过采用施有机肥、果实套袋、科

学修剪、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种

植方式，基地的芒果品

质越来越好，获得了绿色农产品认证。”田东县右

江南岸英华芒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李英华说。

绿色种植是保证百色芒果品质的重要举

措。田东县芒果试验站站长陆敏弟说，全县大

力推广“一增两减三结合”的技术，即增加有机

肥的使用，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结合果园

的生态环境、果树的长势、果园的管理水平，集

成先进的栽培技术。

“我们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芒

果从种到摘全程不用一粒化肥，自然成熟，专供

深圳市的机关和学校食堂。”田东县举家富现代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峰傲说。公司采取

种养结合、循环绿色的方式发展高品质芒果种

植，虽然种植面积从过去的 2500 多亩减少到现

在的 500 多亩，但收益反而增加了。

为了从源头把牢质量关，每年芒果季，百色

强化执法检查，在芒果上市前和上市期间开展

全覆盖的质量安全专项执法检查，重点针对生

产投入品和生产行为进行执法检查。

如今，百色成为全国芒果种植面积和产量

最大的地级市。2022 年，全市芒果果园面积达

136.89 万亩，产量 105.58 万吨，产值 47.15 亿元，

首次实现面积、产量“双百万”目标。

“过去很多山坡都是裸露状态，容易造成水

土流失。现在把芒果种植在山坡上，到处都绿

油油的，既改善了环境，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把一座座山坡变成了‘金山银山’。”陆敏弟说。

线下线上齐发力

“每天上午 10 点前，我们就把采摘下的芒果

卖到收购点，现在每天都有广东、贵州、云南的

采购商到镇里来收果，今年我们家预计可收获

3 万斤芒果，不愁销路。”右江区永乐镇澄碧湖芒

果产业（核心）示范区果农陈建儒天刚蒙蒙亮就

来到果园采摘芒果，再运到附近的收购点。

为服务好线下芒果收购商，永乐镇设置了

30 多个芒果收购点。收购点面对的主要是线下

采购商，通过对鲜果进行分级筛选、分类包装，

以满足不同采购商的需求。

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运送芒果到

市场销售的果农络绎不绝。芒果收购商们忙着

选果拉货、称重包装，整个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

喜人景象。

线下销售旺，线上也一片火爆。“从 6 月份芒

果上市至今，我们已经发送了 27 万件果，接下来

的 15 天我们还要完成 50 万件的发送任务，发送

量是去年同期的 10 倍。”广西田东振东电子商务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杰能说。

近年来，除了传统的采购销售，百色市还组

织发动企业、网店、协会，通过各大传统及新电

商平台开展线上销售，形成大范围、全网同频销

售矩阵。目前全市共有约 1 万家企业（商家）开

展芒果线上销售。

卖得火，还要运得快。为了保障物流畅通，

2015 年以来，百色市实施商务部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工程项目 12 个。目前全市已经建成

服务站点 1428 个，建成物流配送网点 805 个。

“今年芒果揽收工作量很大，公司进一步优

化了运输路线，开设了 12 条区外邮运路线和 7 条

区内邮运路线，同时开通了部分动车直达路线。

此外还将加强空运，通过邮运专机、民航飞机来

增强百色芒果的运力。”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百色市分公司寄递市场部经理李鹏说。

芒果销售季，百色市直接上市销售的芒果

约占鲜果总量的 80%。剩余个头不够大或者卖

相不太好的果，在过去只能低价销售或者就地

销毁，没有充分发挥其价值。如今，随着芒果深

加工产业的发展，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延长，这部

分芒果就可以销售给加工厂。

在田东县农产品加工与物流产业园区，记

者看到多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已经进驻，利用芒

果生产果干、果浆及饮料等。“公司和 23 家合作

社签订了保价收购协议，目前果蔬汁年产能达

2 万吨，产值约 2 亿元，产品大部分销往全国各

大品牌咖啡商、奶茶连锁店、餐饮连锁店，还远

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鲜友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行政主管黄小婷说。

该公司是百色发展芒果精深加工产业的一

个缩影。目前全市芒果加工企业已达 11 家，加

工转化率提升至 75%。预计“十四五”时期末，

全市芒果精深加工产能将达到 40 万吨。

保质保量创品牌

质量、品质是产品的核心。百色在发展芒

果产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保障品质和质量安

全，打响百色芒果品牌。

百色已连续 9 年执行芒果开采上市日制度，

以市政府的名义发布上市日通告布上市日通告，，主要主要为了杜

绝芒果未成熟提前上市的情况发生绝芒果未成熟提前上市的情况发生，，确保果品确保果品

上市的成熟度和品质上市的成熟度和品质。。

在田阳区百育镇六联村那贯屯在田阳区百育镇六联村那贯屯，，广西百色广西百色

鲜人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维强把芒果鲜人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维强把芒果

摘下后摘下后，，放入印着放入印着““百香百色百香百色””标识的特制芒果标识的特制芒果

箱内箱内，，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

从今年起从今年起，，百色市围绕生态资源优势百色市围绕生态资源优势，，以绿以绿

色色、、有机有机、、地理标志等名特优农产品为重点地理标志等名特优农产品为重点，，集集

中打造中打造““百香百色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区域公用品牌，，将生态优势将生态优势

转为经济优势转为经济优势。。百色芒果也被纳入百色芒果也被纳入““百香百色百香百色””

区域公用品牌进行一体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进行一体打造。。

“我们的芒果按照‘百香百色’品牌要求，有

统一的分级标准，不仅表皮光滑无瑕，重要的是

果肉色泽均匀、果实饱满多汁，广受消费者好

评。”周维强说。

周维强表示，公司获授权使用“百香百色”

区域公用品牌后，品牌所有者和运营公司专门

派技术员对芒果种植管理、分级标准、包装销售

等进行指导，芒果全程按统一标准精细管理、采

摘、包装、销售。

“通过标准化示范管理，芒果品质得到更好

保证。同等级的芒果，今年的价格相较去年提

高了 30%。”周维强说，在“百香百色”区域公用

品牌的带动推广下，公司种植的芒果今年走精

品化路线，售价有了较大提升。

据悉，加入“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的前

提是必须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以百色芒果为

例，申请主体需要近 3 年内产品在市（区）及以上

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专项抽检和监督抽查中未

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且未发生过重大生产安全、

环境保护等事件或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公司会对‘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使用

人的产品质量进行日常监督，还会对芒果基地

的水源等进行送检，严禁使用国家禁止的农业

生产资料、原材料以及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

农业投入品，确保产品质量始终符合标准。”百

色农林集团百香百色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黄广政说。

今年芒果季，百色市继续突出新业态新模

式，组织开展第二届中国芒果产业大会、“桂品

出乡”全国采购商广西行（百色站）、“百企万店”

全网营销百色芒果、深圳·百色芒果专场营销以

及开行“百色芒果”高铁列车等活动，促进百色

芒果品牌化创新、产业链提升、高质量发展。

“创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就是要整

合农业产业资源，深入挖掘百色市农产品的独

特价值，培育提升区域公用品牌的独特形象，系

统构建区域公用品牌的战略体系，全力打造区

域公用品牌，形成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

牌化营销的现代农业新发展格局。”黄广政说。

地下水保护需拧紧超采阀门

李红光

近日，水利部、

自然资源部印发《地

下 水 保 护 利 用 管 理 办

法》，旨在进一步加强地

下水保护和开发利用管

理，保障地下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办法》对地下

水超采治理提出了明确

要求，地下水超采治理

地区每 5 年开展一次地

下水超采区划定，其他

地区每 10 年开展一次；

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

不 得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地下水取水工程，县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应 当 限

期 关 闭 地 下 水 禁 止 开

采 区 内 已 建 地 下 水 取

水工程。

地下水具有重要的

资源属性和生态功能，

在保障城乡供水、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和维系良

好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地

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不断

加大，我国部分地区出

现地下水超采、污染等

问题，并引发一系列生

态问题。尤其在长期大

量超采的地区，河道水

量减少甚至断流；地面

沉降对建筑、交通、防洪

等 安 全 构 成 威 胁 。 因

此，治理地下水超采，已

经 成 为 保 护 地 下 水 资

源、改善生态环境、保障

民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经过多年综合治理，我国地下水超采治理取

得了积极成效。超采严重的华北地区，其地下水

水位已经实现总体持续回升，2022 年治理区地下

水开采量较 2018 年减少约 40 亿立方米，压减地下

水超采量 26.2 亿立方米；受水资源短缺制约发展

的山西，全力推进超采区治理和关井压采，2022

年达效项目 18 个，关闭水井 461 眼，压减水量 3892

万立方米。

不过，从长远看，部分地区水资源紧缺状况尚

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仍需要拧紧超采的阀门，久久

为功，抓好治理任务。今年 3 月，水利部等部门联

合发布了《“十四五”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方案》，将开展 10 个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涉及 13 个省级行政区，所涉地下水超采区

面积 16.1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超采区面积的 56%，

超采量占全国地下水超采量的近 70%。

笔者认为，地下水保护应着力推进超采区节

水压采。首先，加强地下水超采区的节水管理，不

断健全完善节水制度和节水激励机制，落实节水

工作责任。其次，地下水超采区内严格限制使用

地下水发展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适度压减高耗

水农作物，鼓励通过节水改造、水源置换、休耕雨

养、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压减农业取用地下水。

最后，鼓励和支持地下水超采区内取用地下水的

单位和个人开展节水技术研究开发，推进节水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广节水新技术，优先使用先进

的节水工艺、设备和产品，提高用水效率。

一泓清水，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地下水保

护利用任重而道远。相信随着管理制度不断建

立健全，监管手段逐步完善，地下水保护利用将

更加精细化和规范化，可以更好保障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恩施为何“值”此青绿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绿色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底

色。近年来，恩施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夏日清晨，贡水河早已“苏醒”。宣恩县贡水

河河道保洁员万贵兴跳上木船，竹篙轻点河岸，

船便顺流而下。涟漪散开，惊飞一群群躲藏在草

丛里的白鹭、苍鹭。河岸上，早起的老人有的在

散步，有的悠闲地坐在凉椅上看孩童网鱼捞虾。

贡水河是清江的支流，从宣恩县城穿城而

过。近年来，宣恩县举全县之力将流域治理与

产业发展相结合，治理一条河提

升一座城，打造贡水河 5.0 版

本，建成湖北省唯一一个

以城区核心点为支撑

的 4A 级景区，让绿

水青山常

在，让生态与发展共赢。

“贡水流深”折射出的是当地坚持以系统观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底色和成色，这样的生

态保护与提升案例在恩施州不胜枚举。

距宣恩县百余公里外的咸丰县小村乡中心

场村，这里的龙姓一家人接力传承，书写一段护

林传奇。

听说记者要来采访，61 岁的龙德光早早

就 在 大 门 口 等 候 。“ 带 我 们 去 林 子 里 看 看 行

吗？”听后，他转身进屋，出来时腰间已捆好了

镰刀，“林子常年没人进出，进林的路，杂草都

有人高了”。

龙德光走在最前面，小心翼翼地用镰刀劈

出一条刚好可以通过一人的小径。每一刀，他

都非常谨慎，哪怕是杂草，他都生怕多伤半分。

脚下，是多年累积的落叶层，半尺多厚；头

上，三四十米高的大树干云蔽日，枝叶交错，犹

如一层密密的大网。林中，随处可见倒下或正

在腐烂的树干。“多年了，跟人一样，树也老了，

容易被大风吹断。哪怕是这些残枝败叶，也没

有哪个村民拖回家当柴烧。就让它们

在这里生长、老去。”龙德光说。

正是因为有了恩施人的用心呵护，才成就

了恩施诸多生态保护成果：全州污染防治攻坚

战连续 4 年、生态省建设连续 7 年获省级考核优

秀等次；全州累计创建省级及以上生态乡镇 89

个、生态村 782 个，创建比例全省第一；恩施州

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近年来，恩施州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位置，从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产业、弘

扬生态文化、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系统部署，努

力建设‘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区，构建‘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新发展格局。”恩施州委书记

胡超文表示，将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

精神为指引，更加自觉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责任使命，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

念，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厚植恩施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为美丽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本版编辑 李 静
美 编 高 妍

图图①① 居民在宣恩县贡水河畔的民族风情走廊休闲健身居民在宣恩县贡水河畔的民族风情走廊休闲健身。。

图图②② 位于湖北省宣恩县沙道沟镇的彭家寨古吊脚楼群位于湖北省宣恩县沙道沟镇的彭家寨古吊脚楼群。。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宋宋 文文摄摄

在位于百色市田东县的在位于百色市田东县的

中国芒果交易中心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工人们工人们

正在进行芒果分拣正在进行芒果分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童 政政摄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