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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闻百色芒果香

童

政

发源于云贵高原的右

江一路奔腾，到广西百色市

冲刷出美丽富饶的河谷。

河谷藏住了水汽，留住了温热，孕育

了 香 甜 。 两 边 山 野 ，芒 果 林 外 还 是 芒 果

林。这种气候下生长的百色芒果，核小肉

厚、肉质嫩滑，口感清甜爽口。

全国每 4 个芒果，便有 1 个产自这里。

芒种节气过后，河谷地区雨量充沛，气温显

著升高，空气湿度增大，充足的阳光不断提

升芒果的甜度，为上市做最后的助攻。

6 月 15 日 ，百 色 芒 果 开 始 上 市 销 售 ，

“台农 1 号”“金煌”“桂七”等主角陆续登场，

一段甜蜜喜悦的时光就此开启。

热闹的山谷

芒果上市，右江河谷两岸山坡突然热

闹起来。

山上，轨道车将新鲜采摘的芒果源源

不断地运到山脚；路边，一辆接一辆装满芒

果的农用车列队开往市场；市场里，人们讨

价还价，人声鼎沸，一条条订单信息在电子

屏幕上不停滚动⋯⋯

总面积 137 万亩、产量 125 万吨，约 40

万人在芒果产业链中实现就业增收梦想，

鼓起了“钱袋子”。

百色，是芒果种植的起源地之一，种植

芒果历史悠久。现在，百色市田阳区那坡

镇 那 吉 村 还 有 一 排 400 多 年 树 龄 的 芒 果

古树。

传统的种植习惯经祖祖辈辈的坚守得

以传承，而传承过程中的创新则成为芒果

香飘全国的动力。

“最早的芒果种植不成规模、管理粗

放，果园里大部分都是酸涩的土品种。”田

东县祥周镇九合村村民李世松是较早进行

芒果规模种植的果农之一。

1985 年，百色开始把种植芒果作为加

快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一项支柱产业来

抓 ，在 河 谷 地 区 建 立 了 芒 果 商 品 生 产 基

地。1989 年，李世松以 200 元的价格租下

了生产队里的 20 亩地种植芒果。

在李世松规模化种植芒果的第

4 个年头，百色提出：右江河谷要

将芒果种植发展到 100 万亩以

上，力争建成全国最大的芒

果生产基地。

同年，田阳区那坡

镇 尚 兴 村 原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莫 文 珍 也

开始带领村民从

种甘蔗改为种芒

果。缺乏资金买

种苗，他就带着

村民去捡丢弃的

果核来培育；没

钱买肥料，他和

村 民 们 提 着 箩

筐 去 捡 猪 粪、牛

粪；不懂技术，他

去县里的农技培

训班旁听，回来再

用方言传授给村民。

1998 年 ，莫 文 珍

从 一 个 收 购 芒 果 的 客

商 口 中 得 知 海 南“ 台 农

1 号”品种，当即出发去海

南买了一泡沫箱的枝条回来育

苗。后来“台农 1 号”成为百色甚至

广西芒果的旗舰品种。

30多年来，李世松成了技术能手和致富

带头人；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莫文珍则撰写

出版了《芒果栽培技术》一书发行全国。

在李世松、莫文珍等人的示范带

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开荒

种 果 ，一 棒 棒 接 力 ，

一锄锄开荒。百色市也

不断加大投入推动芒果产

业 标 准 化 、专 业 化 、规 范 化 、集 约 化 发

展 。 2022 年 ，实 现 芒 果 种 植 总 面 积 突 破

100 万亩、产量突破 100 万吨的“双百万”目

标，成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

在 芒 果 进 阶 过 程 中 ，科 技 是 开 路 先

锋。80 多项关键技术得到应用，12 个科研

平台建成，产业数字平台实现全流程数字

化 赋 能 ⋯⋯ 去 年 ，百 色 芒 果 单 产 提 升

9.17%，良种覆盖率提高到 95%。截至今年

5 月，百色芒果获得“三品一标”认证产品达

50 个。

耕耘，坚守，创新，百色丰富了消费者

的味蕾，也让果农从绿水青山间收获了幸

福回报。

尽情释放吧！浓烈的果香与奔放的

活力。

稳稳的幸福

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澄碧湖芒果产业

（核心）示范区内，果实沉甸甸地挂满枝头，

空气中弥漫着芒果香。山下澄碧湖如镜，

湖边是白墙灰顶的村落，梁正标的家就在

这诗画般的村庄里。

“今年芒果丰收，从询价情况看，示范

区里的芒果销售价格每斤提高了 2 角。摘

下来就有人来收，有的甚至还在树上就被

人预订了，我们的芒果不愁卖。”

梁正标家种了 100 亩芒果，估算销售收

入超过 200 万元。百色芒果价格多年来没

有出现过大起大落，价格稳定，销售稳定，

收入稳定，果农们的心情也稳定。

稳，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竞争力。果

农的稳，其背后是强大的销售流通能力。

2011 年之前，果农卖果要么拉到县城

的 批 发 市 场 ，要 么 等 外 地 经 销 商 进 村 采

购。遇到行情不好或者经销商压价的时

候，果农的内心被焦虑笼罩着。

田东县林逢镇东养村党总支书记陆秀

缎记得，有一年芒果一斤只卖 6 角，果农请

人采摘再运到批发市场卖就是亏上加亏，

有的农户干脆直接把芒果扔掉了。

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卖得好。为了不

让果农再为卖果犯愁，百色市从 2011 年开

始构建多元化的芒果营销格局。

连续多年在北上广深等 45 个大中城

市开展芒果专场推介活动，开行 186 趟“百

色芒果号”动车，加强与大型商超、企业合

作，在全国各大区域建立稳定销售渠道。

百色市还建设了中国—东盟（田阳）国

际现代农业物流园、中国—东盟农产品交

易中心，开行“百色一号”果蔬专列，实现冷

链物流“供、储、展、运、销、配”全链条无缝

衔接⋯⋯一批产地仓和全程冷链田头处理

中心的建设，延长了芒果货架期，降低了芒

果损耗，将百色芒果产季从两个多月延长

到四五个月，避免了大量集中上市带来的

销售压力，也为线上销售打下了基础。

2012 年，在浙江义乌系统接触电商知

识的百色青年蒙天庚返乡创业，成为第一

批把芒果销售带到线上的人。2013 年，大

学毕业不久的岑参也返乡创办了广西田东

农派三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如今，他们二人成为当地电商的代表

人物，百色全市共有约 1 万家企业（商家）开

展 芒 果 线 上 销 售 ，线 上 年 销 售 芒 果 约 15

万吨。

深加工能力的提升，是百色芒果产业

发展稳定的底气。14 家以芒果加工为主业

的当地企业，年加工能力

达 30 万吨，可消纳全市四分之

一的芒果产量。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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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低价销售或

就地销毁。如今，这部分芒果

都被加工厂消纳了。

除了在国内销售，今年百色鲜芒果还

将首次出口。6 月 6 日，位于田东县的中

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心拓展区内，进出

口分拣车间等设施已建成并通过验收。广

西田东亿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德恩表示，今年的芒果订单将首先发往俄

罗斯和东南亚国家。

上门收购、市场批发、商超对接、电商

销售、外贸出口、果厂加工⋯⋯果农在销售

芒果的方式上有了多种选择，只需埋头把

果种好，不再为销路烦心。

不止于芒果

今年芒果统一上市前，百色市果业发

展中心主任岑贞革一直和同事们忙着辟谣

与澄清。

“在百色芒果统一上市日到来之前，网

上就有很多销售百色芒果的直播，还有人

拿其他品种冒充‘桂七’芒果进行销售，有

必要澄清并提醒消费者做好甄别。”岑贞

革说。

未到成熟季节就提前采收上市——为

改变这一影响品质及品牌形象的做法，百

色 市 自 2015 年 起 推 行 芒 果 统 一 上 市 日

制度。

“不卖，等到上市日再卖。”如果你在统

一上市日前到百色买芒果，果农们大多会

给出这样的答复。

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百色芒果

品牌还不够响亮，果农们也有过把芒果装

进印有其他产地名包装箱销售的经历。

1994 年起，百色在右江区、田阳县和

田东县轮流举办芒果文化节，有意识地打

造芒果品牌。“芒果香香来自右江”“芒果

黄黄来自田阳”“芒果正宗来自田东”⋯⋯

但由于每个举办地都说自己的芒果最好，

一年一变的口号没能给品牌带来多大影

响力。

2011 年开始，百色决定把芒果文化节

永久放在田东县举办，对外统一展示百色

芒果品牌。2014 年，百色市推行质量标准、

产品商标、产品形象、品牌营销、设计包装

“五个统一”，解决全市芒果品牌多、杂、乱

和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的局面，有效提升品

牌影响力。

“握指成拳”形成了合力，每个区县、每

位果农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百色芒果来之

不易的知名度。自此，百色芒果品牌一年

比一年响亮。

玲珑高雅、香甜多汁的网红品种“桂

七”是芒果爱好者的心头好。田东芒果试

验站站长陆弟敏认为，种质资源无疑是芒

果品牌最基础的支撑：“‘台农 1 号’‘桂七’

等品种热销已经有 10 多年了，消费倾向总

是会变的，不能一直吃老本。”

走进位于田东县的国家芒果种

质资源圃，400 多份种质资源、近

700 份育种材料，为选育储

备优质品种提供了

保 障 。 2022 年 ，

黄 小 镂 研 究 生

毕 业 后 来 到

这 里 ，专 门

从 事 芒 果

香气的研究。“探明

控 制 香 气 的 基

因，就可以将其

陆 续 应 用 到 后

面 的 育 种 工 作

中。”黄小镂说。

在 位 于 田

东 县 的 中 国 芒

果博览馆内，芒

缘、芒业、芒香、

芒韵、芒颂 5 个

主 题 展 示 了 芒

果 的 起 源 、传

播 、发 展 、品 种

结构、文化及芒

果 产 业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人 和

事 ，有 力 带 动

了 农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 目 前 ，

百色已有 39 个

以 芒 果 为 主

导 、集 观 光 旅

游 休 闲 于 一 体

的 现 代 特 色 农

业示范区。

经历时间的

验 证 与 沉 淀 ，百

色芒果厚重而富

有生机：连续 3 年

入 围 中 国 区 域 品

牌（地理标志）百强

榜 ，目 前 排 名 第

34 位。

去年，百色再出

新招，开始打造“百香

百色”区域公用品牌，

芒 果 、百 香 果 、圣 女 果

等当地特色产品被纳入

其中进行一体打造。

“ 百 香 百 色 中 ，芒

果依然是门面担当。”

百香百色品牌运营

管 理 公 司 总 经 理

倪已程说，提升品

牌 价 值 ，打 造 品

牌 梦 之 队 ，令 人

期待。

又 是 一 年

芒 果 季 ，每 个

果实都以最美

的模样迎接这

个 重 要 日 子

的到来。

小 店 门 口 为 啥 常 见 一 只 猫

漫步广州街头，不少糖水铺、小卖店

的门口或收银台旁都会趴着一只懒洋洋

的家猫。店铺的老主顾买单时会顺手摸

摸小猫的头，也有路人会被小猫吸引进

店，顺便坐下喝碗糖水、买些小玩意儿带

走。就这样，可爱的小猫在不知不觉中

帮助主人引来顾客，成为货真价实的“招

财猫”。

不只是广州，在很多城市的小店门

口，经常能见到一只从容躺卧的猫。为

什么店铺会养猫？古人养猫，主要是为

了除鼠。粮铺、饭馆等商业场所储存着

大量食物，容易滋生鼠患，而猫作为天然

的捕鼠能手，受到人们的青睐。今人养

猫，则更多是为了情绪价值——家养猫

一般只给家庭成员带来陪伴，而养在商

店等公共场合的猫能吸引更多人为之驻

足。顾客多了，交易量和收入自然上升。

其 实 能 招 财 的 动 物 不 只 有 猫 。 吸

引顾客进店，提高店铺流量和知名度，

萌宠似乎都有这样的功能。近年来，萌

宠+商业的营销新模式走进人们的日常

生活，“羊驼咖啡馆”“鹦鹉茶室”“狗狗

花店”等成为网红争相探店打卡的潮流

新地标。

故宫的猫，潭柘寺的猫，清华校园的

猫⋯⋯人们因为一只猫拉近了距离、多

了话题，而它盘踞的这方天地也因其多

了亲和力和独家印记。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店内宠

物可以为一家商店打造记忆点。从情感

驱动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消费时，除了考

虑商品本身，还会受到购物环境、服务态

度等因素影响。而养宠物通常意味着经

营者充满爱心、店内氛围温馨友好，在无

形中让顾客感到更加放松，增加他们对

商店的好感。

同时，宠物的存在也为销售者和消

费者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想要建立深

层、长久的客户关系，单纯从商品出发的

沟通信息是有限的，需要不断拓展话题

的边界。建立信任，宠物是一个安全又

有趣的话题，适合销售人员增加与顾客

的互动。甚至有些顾客还会与店内的宠

物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联系，从而成为回

头客，多次光顾。

萌宠+商业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互动

体验适合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二次传播。

想要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话题，让更多消

费者关注一家商店，相比单纯的摆拍，人

与动物的亲密互动显得更加生动，可以

带来更多曝光和流量。长期与店铺绑定

的宠物形象也适合进行二次创作，以其

为原型设计的周边产品，可以作为品牌

标志物进行广泛传播。

打造店铺形象就像立人设，特点就

是记忆点。随着物质生活愈加丰富，人

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消费本身，而是更加

看重与消费相伴的体验。说到底，“招

财”的载体可以是宠物，也可以是优质服

务。养猫，或许是无心插柳，也可能是刻

意为之。找到差异点，开辟“人无我有”

的新赛道，提供不可替代的消费体验，才

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小龙虾西游记

乔文汇

沙漠边，水云间，

草丰虾美满塘鲜。

仲夏，新疆阿拉尔

市幸福镇古渡口小龙虾

养殖基地，养殖户马春花正

在捕捞小龙虾。她将池塘里

提前布下的笼网拉出水面，网

中的小龙虾只只个头饱满，不停

地挥舞双钳。

“我们这个基地有 500 亩，小龙虾

亩产达到 150 公斤。”马春花指着远处

的一片片水塘说，这几年，小龙虾成了

餐桌“流量担当”，特别是在夏季，阿拉尔

及邻近阿克苏等地的小龙虾供不应求。

“小龙虾从内地到新疆，一路折腾，就

没那么新鲜了，而且价格还高。咱们这里

有市场、有水面，为啥不试试？”2017 年，本是

一 名 枣 农 的 马 春 花 萌 生 了 养 殖 小 龙 虾 的

想法。

这个想法并非毫无依据。塔里木河从阿拉

尔发源，在这条我国最长的内陆河两岸，坑塘星

罗棋布，特别适合发展水产养殖。但养殖小龙

虾在当时还是闻所未闻。

“虽然有水，但附近就是沙漠，这能行吗？”

“得病了怎么办，虾药去哪里买呢？”“估计水土

不服，长不大！”⋯⋯家人和朋友纷纷表示怀疑。

果然，由于本地水质、水温等与原生地差异较

大，马春花从湖北潜江引进的首批小龙虾种苗

大部分都没能存活，“当时心情糟透了，小龙虾‘西游’刚启程，便遭了难”。

怎么办？马春花从清理水塘、引进水草、改进水质等方面入手，迎难

而上，不断钻研养殖技术，终于解决了难题。

“第一批小龙虾成功越冬时，我特别兴奋，看到希望了！”马春

花说，养殖初期还是要模拟原生地的生长环境，让小龙虾有个适应

过程，最终才能落户塔里木河畔。

从潜江到阿拉尔，两地车程约 4000

公里，小龙虾西游成功，让乡亲们充满期

待。在大家的鼓励下，马春花牵头成

立了阿拉尔市古渡口水产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如今已发展成为

集种源繁育、生产养殖技术推广、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特种养殖基

地，社员由最初的 4 名增加到 10

名，每名社员年增收 5 万元左右。

“一是科学养殖，二是勤劳致

富，三是抱团发展⋯⋯”合作社成

员刘正云掰着手指头说起养殖小

龙虾的经历，目光中透出喜悦，“没

什么事情是一顿小龙虾解决不了

的，如果有，那就吃两顿⋯⋯”

□ 李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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