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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

畅

黑龙江大庆实施土地综合治理——

盐 碱 地 里 稻 花 香
本报记者 吴 浩

本版编辑 徐 达 美 编 高 妍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

重要途径。近年来，广东省茂名市着力做

好荔枝等“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走进茂名市高

州市根子镇柏桥村等地，探寻小荔枝背后

的“大文章”。

4 月，正值荔枝花开，枝头上小小的荔

枝幼果正努力往外冒。在广东茂名，荔农们

挥舞剪刀，修剪枝叶，林间一派忙碌景象。

广东茂名是全国闻名的荔枝之乡，荔枝栽培

历史超过 2300 年，全球每 5 颗荔枝就有 1 颗

产自茂名。2023 年，茂名荔枝种植面积近

140 万亩，全市荔枝产量突破 62 万吨，实现

销售收入 88.5 亿元。如今，荔枝产业已成为

当地富民兴村的重要支柱产业。如何把一

颗小荔枝做成“大产业”？荔枝又如何能撬

动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延长产业链条

“去年我种了 120 亩荔枝，每亩的利润

可以达到 5000 元，今年我又流转了 80 亩地

种荔枝。”柏桥村荔农何金明告诉记者，今年

已经是他种植荔枝的第 30 个年头了，现在

他的果园与电商平台合作销售，“好果子”根

本不愁卖。

如今，种荔枝，鼓腰包，住“荔枝楼”，开

小汽车⋯⋯这是多数柏桥村村民小康生活

的生动写照。

作为广东省级“一村一品”荔枝生产专

业村，柏桥村荔枝种植面积占全村土地面积

的 87%以上，现有种植面积达 6800 亩。“这

里基本家家户户都种有荔枝树，2023 年荔

枝产量达到 1 万吨，产值达 1.4 亿元。”柏桥

村驻村第一书记何霞介绍。现在，广东高州

荔枝（龙眼）国际采购交易中心、国家荔枝

“一馆一圃一址”也相继落户柏桥村。

“去年这个时候整个山头都开满荔枝

花，今年受天气影响成花率低了不少。”何金

明说。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听荔农提及，

今年将会是荔枝“小年”。“今年我们在专家

指导下采取了一些保花保果的措施，预计今

年产量不会减少太多。”何金明说，因为是荔

枝“小年”，茂名荔枝是早熟品种居多，预计

5 月可上市，今年的田头价预计会再提高两

三元，预计今年的收入会比去年高出不少。

何金明等果农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用好荔枝定制活动可以对抗市场风

险。”柏桥村农村职业经理人张玉婷介绍，去

年，柏桥村与元坝村共同推出升级版荔枝定

制行动，共预订出超 2 万棵荔枝树，果农实

现“果未熟钱先收”，且每斤荔枝售价为 20

元到 30 元，比传统模式增收 1 倍。

荔枝黄酒、荔枝蜜、荔枝曲奇、荔枝鲜果

酵素⋯⋯聚焦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茂

名不断延长荔枝产业链，在柏桥村“线上+

线下”橱窗里，荔枝加工品琳琅满目、销售

火爆，荔农们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走进村

里的柏桥广场，在一间间形似“村中小卖部”

的店铺里，只见不少“乡村主播”正在展示各

类荔枝衍生产品。

让荔农找到市场，让市场找到果园。作

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根子柏桥龙眼荔

枝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 2000 多户，年加工

荔枝 1300 吨、龙眼 900 吨。近年来，该社形

成“农业重点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民”

的现代产业发展模式，其产品长期供货全国

相关知名企业的 1700 多家门店，进入北京、

上海、杭州等 20 多个大中城市批发市场，实

现联农带农富农，让荔农挑上“金扁担”。

解决保鲜难题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正是

描述美味荔枝的千古绝唱。荔枝作为世界

上最难保鲜的水果之一，“若离本枝，一日而

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

色香味尽去”。保鲜难题一直是荔枝产业发

展的痛点。

“刚采摘下树的荔枝会即刻开始降低鲜

度，以往即使有了冷库和冷链车，新鲜的荔

枝仍会因堆积在田间地头等待转运而产生

损耗，摘下来 100 斤的荔枝大概会损耗 30

斤。”柏桥农创园园长林常珍对记者说。针

对荔枝保鲜这一核心问题，茂名率先在全省

建成了 59 个田头智慧小站。通过预冷锁鲜

技术去除“田头热”，将“冷库”直接搬到林

间，极大地减少了荔枝离树后的损耗，延长

了最佳食用期。

除田头智慧小站外，众多科研人员也在

为解决荔枝的保鲜问题而努力。在柏桥村

旁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科技人员研发出

中草药保鲜技术，利用不同科属中草药具有

抑菌杀菌和抗氧化功效的特点，配制纯中草

药保鲜液，实现荔枝保鲜。茂名市农业科技

推广中心种植资源管理部副部长赵俊生表

示，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开展物理源、植物

源、微生物源和新型包装材料等多项荔枝保

鲜技术研究，都是绿色安全、无食品安全隐

患的保鲜技术。当前，种质资源圃正在开展

科技一号、香蜜早、桂味、白糖罂、妃子笑等

荔枝的贮运保鲜技术研究。

在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内，一辆荔枝气

调保鲜移动集装箱汽车引人注目。“我们把

荔枝从茂名运输到新疆都还是新鲜的。”广

东鲜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青向

记者介绍眼前的移动前置集装箱，“集装箱

内温度控制在 4 摄氏度，并通过光触媒和空

调的微风调节荔枝的呼吸，解决荔枝保鲜

‘最先一公里’的难题。”

该公司还在荔枝核心产区范围内建设

驻地“气调保鲜库”，延长荔枝保鲜期。同

时，该公司创新研发“自动称重气调包装

线”，完成国内首创“气调荔枝保鲜包装盒”，

缩小产品包装体积、减少产品损耗、提高产

品运输量，达到节约物流成本的效果。“让茂

名荔枝的鲜美更持久，果农的收入更可观。”

王志青表示。

茂名市科技局副局长巫卫国说，部分保

鲜新技术将于今年推广，荔枝保鲜期最长可

达到 40 天。

促进文旅融合

走在柏桥村的万里荔园中，一幢造型古

朴的三层建筑尤为引人注目，与两旁的荔枝

林相映成趣——这便是中国荔枝博览馆，展

示着我国荔枝产业的发展历程及成就。数

据显示，2023 年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达到

60 多万人次，乡村旅游越来越兴旺。

2023 年，到柏桥旅游的游客达 200 多万

人次。当前，茂名正积极发展“荔枝+旅游”

模式，依托荔枝这一独具口碑的特色农产

品，加大农业与文旅融合的步伐，丰富文旅

产品供给。

村 庄 变 美 ，游 客 变 多 ，办 民 宿 恰 逢 其

时。“我们村子周边现在有 4 家民宿，游客也

越来越多了。”柏桥村党总支书记何清说。

“我们小院有 14 间客房，民宿年入住率有

30%，等到荔枝成熟时，基本是一房难求。”

来到根子镇桥头人家民宿时，民宿负责人丁

海琴正忙着收拾房间。

去年年底，柏桥村致富带头人张炳芬将

传统的“荔枝楼”老屋改造升级，打造成别具

一格的民宿“老张家”。走进这栋三层岭南

风格的院落，白墙黛瓦，推门便是一片荔枝

园。在“老张家”，游客伍兆玲对记者说：“这

里的村子太美了，新农村就该是这样的，等

到五六月荔枝成熟时我一定要再来。”

夜幕降临，何清带着记者走进柏桥夜

市，只见荔枝咖啡、荔枝饼、龙眼饼、荔枝干

等土特产排列有序。“这里每周五、周六晚上

开市，设有美食区和娱乐区，村民茶余饭后

有了好去处，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何清说。

据统计，柏桥夜市累计吸引2万多人次前

来消费，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预计摊主年增

收 2 万多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4 万元至 5 万

元。茂名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岑解明说，荔

枝优势产业集聚区的投入使用，为柏桥文旅

产业注入新活力，使得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绽放光彩，致富路越走越宽。现在，荔乡景区

内正建设荔枝主题酒店，近期即将开业。

2020 年，“茂名荔枝”区域公用品牌 logo

出炉，沉淀了荔枝文化的无形价值。通过连

续举办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塑造“520”

我爱荔 IP、到外地举行荔枝推介会等方式，

茂名进一步擦亮文化名片。

近年来，茂名市先后出台了《茂名荔枝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

2023）》《茂 名 市 荔 枝 产 业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2—2025）》等方案，各地各部门协同配

合，聚焦产业强荔、科技助荔、制度护荔、文

化扬荔等方面，让茂名荔枝从“小特产”升级

为“大产业”。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

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其开

发利用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 效 的 能 源 体 系 具 有 重 要 意

义。4 月 16 日，四川省研究进一

步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及推广

应用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将对氢

能产业采取超常规、最大力度精

准支持，以应用为导向，发挥资源

优势，破解卡点、堵点，推动绿氢

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加快氢能高质量发展，已经

到了厚积薄发之时。经过 10 余

年的耕耘，四川已集聚氢能上下

游企业及科研院所超 100 家，形

成覆盖“制—储—运—加—用”的

全产业链，深厚的核心技术底蕴

是发展氢能产业的底气所在。此

外，随着氢能的开发利用技术走

向成熟，其应用场景将不断丰富，

这也意味着氢能尤其是绿氢的市

场空间将越来越大。四川提出对

全产业链进行部署，意在抢抓新

赛道，抢占氢能发展制高点。在

大面积应用还没真正到来之前，

通过攻克核心技术，构建完整的

产业链和生态圈，进而解决储运

成本高这一“痛点”，对构建面向

全国的零碳、低成本、安全可靠绿

氢供给体系有着积极意义。

产业要发展，离不开商业化

驱动。想方设法降低储运成本十

分重要，还需强化龙头企业引领，

带动全产业链实现商业化。西部

地区具有丰富的传统能源和新能

源资源优势，这也是除了四川以

外，内蒙古、新疆等氢能特别是绿

氢产业发展相对靠前的先决条

件。然而，氢能的需求端却集中

在中东部地区，储运环节高昂的

成本制约了氢能产业的发展。因此，氢能储运技术的突破，尤其

是解决跨季节、长距离、大规模运输成本偏高的难题迫在眉睫。

从行业龙头的带动和示范效应来看，我国首个万吨级光伏制氢

项目是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该项目累计参与交易

电量超 1 亿千瓦时，正稳步向满负荷生产迈进。正是通过龙头

企业的示范带动效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到了氢能产业发展的

乐观前景和值得期许的经济效益，并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积

极性合力推动产业升级。

既要保证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广泛应用，更要以前瞻性的眼

光开拓更多元的应用场景。众所周知，氢能在公交车、重型卡车

等车辆上的应用已日渐成熟。嘉兴市是浙江省首批发展氢能产

业的试点城市之一，氢能重卡在国内港口的首次规模化应用就

在嘉兴港。为了加快建成长三角氢能创新应用示范先行地，当

地对购置氢能公交车、建设和运营加氢站予以政策支持，形成涵

盖产业布局、站点规划、应用推广的政策体系。值得期待的是，

氢能在冶金、石油炼化等多个领域同样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

就要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技术研究、强化技术创新，并

需要更为完善的市场化机制和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

应用场景牵引，推动氢能的规模化发展应用。

随着氢能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不少地方都已闻风而动，

各种支持政策不免让人眼花缭乱。但对处于产业链上的众多企

业而言，除了追求发展速度，更要重视发展质量。毕竟，适合需

求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才能获得市场认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黑土地保护

和盐碱地综合治理。黑龙江省大庆市拥有大面积

的盐碱地，“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春秋尘烟

起，地上长秃疮”，当地百姓如此形容盐碱地。如

何让盐碱地造福于民？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当地

通过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地”变成了“米粮

川”，盐碱地上飘起了稻花香。

正值春耕时节，记者来到位于大庆市大同区

双榆树乡 137 泡区域土地整治项目现场，拖拉机正

在进行整地作业。“这里以前就是个野泡子，夏天

有些积水，全部都是盐碱地，土壤 pH 值高达 9.5。

经过去年当年整治、当年种植、当年收获，该地块

已经证明能够适合水稻生长，去年水稻亩产达 800

斤左右，目前土壤 pH 值达到 7.5 左右。”该地块盐

碱地治理项目负责人徐志良说，137 泡区域土地整

治项目总投资 6000 万元，改良盐碱地面积 4345

亩，新增水田面积 3472 亩，工程内容包括土地平

整、灌溉排水，以及水渠、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预计地块粮食总产量可达到 280 万斤以上。

“盐碱地治理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儿，简单来说

要有外来的清洁水源对土地进行洗地，降低土壤

pH 值，然后还要增施沙土、有机肥、农家肥等来改

良土壤。前期粮食产量不高，但粮食产量会逐年

增加。”徐志良说。

大同区盐碱地总面积达到 8.69 万亩。从 2021

年至今，大同区实施了三期盐碱地综合治理、梯次

开发，从 2021 年的 586.19 亩，到 2022 年的 2548.32

亩，再到 2023 年的 4345 亩。根据测算，三期项目

新增水田 5561 亩，“碱稻”总产可达 400 万斤以上，

年可实现经济收入 450 万元。从“科技改田”到“科

技增粮”，让盐碱地粮食产能从无到有、从有到多。

除了政府主导进行盐碱地综合治理，农民自

发改良盐碱地的行动更早。2017 年，大同区老山

头乡永龙村党支部书记邢才就开始带领村民自发

改良盐碱地。“别小看了这 1000 多亩地，这可是留

给子孙后代的一笔财富。”邢才领着记者来到改造

后的盐碱地。如今，从土地外观上看，已经看不出

盐碱地水田和普通水田的区别，只有地块旁用于

洗地建设而成的池塘，现在已用于养殖小龙虾。

“村里土地少，人均几亩地，地力差，当初就想

着能不能通过改良盐碱地来增加耕地面积，从而

增加村民收入。”邢才回忆说，村里先后 4 次邀请农

科院专家深入盐碱地块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土壤进

行化验分析，专家答复称可以种植碱地水稻，这让

村民们信心大增。从小面积探索到逐年扩大，如

今永龙村改造好的盐碱地已经突破 1000 亩，水稻

平均亩产达 800 斤以上，碱地水稻口感好、品质优，

售价也比普通水稻高出不少。

“村里盐碱地还有不少，但由于离水源较远，

改造成本高。听说大同区未来要建设大型水利工

程，肯定会有更多盐碱地被改造。”邢才憧憬道。

为了推动盐碱地综合治理，大同区将其纳入

全区现代设施农业发展“一号工程”，成立领导小

组，组建工作专班。为全面摸清盐碱地资源状况，

工作专班和勘测团队对全区 8 万多亩、1300 余块盐

碱地逐一勘察、逐个上账，采取“一地一图一良方”

方式，修渠建站、引水入田，通过“以水洗碱”“以沙

压碱”“农家肥调碱”等改良方法进行碱地整治，选

用良种进行“碱稻”种植。

大同区委书记吕航表示，盐碱地综合治理不

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生态账、民生账。把“白碱

地”改成“肥水田”的过程，从根本上抑制了区域盐

碱地的持续恶化，春天再也刮不了“白毛风”，并逐

步打造水、田、稻乡村立体新景观。盐碱地开发利

用过程中，同步建设水系连通、岸线美化等工程，

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大同区要持续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

把盐碱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充分挖掘盐

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加强现有盐碱地改造提升，拓

展农业生产空间。在治碱、补地、增粮、惠民的同

时，进一步探索碱地果蔬、碱地中药材等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为农民增收打开新渠道。”吕航说。

日前，在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桑沟湾沿海一处发电场，风力发电机组正在运行。近

年来，荣成市依托沿海风能资源，在各大海洋牧场周边规划布局海上风电项目，推进绿色能

源和渔业生产、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 李信君摄（中经视觉）

20232023 年年，，大同区双榆树乡大同区双榆树乡 137137 泡区域土地整治项目实现当年整治泡区域土地整治项目实现当年整治、、当年种植当年种植。。图图

为为 20232023 年夏季该地块上长势良好的碱地水稻年夏季该地块上长势良好的碱地水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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