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橙成功出口，为忠县后期大规模出口
农产品奠定了基础。忠橙的出口模式，能否
复制推广到重庆其他地区、其它农产品上？

验证的契机，出现在今年。
3月，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与市中新项

目管理局局长曾菁华座谈时提出，能否借
助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让巫山脆李走
出国门？得到肯定回答后，双方即刻启动
合作。

“我们想的是，今年就做尝试，让巫山脆
李走出去，哪怕量小点都行。”市中新项目管
理局物流航空部四级调研员郑弦全程参与
忠橙出口，她希望能一鼓作气推进。

但这并不容易。
当时，当时巫山脆李已经进入挂果期，

距离销售期只有几个月时间。而且，当时巫
山并没有具备脆李出口资质的企业，需要在
最短时间让企业走完所有手续。

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巫山脆
李出口，更像一场抢时间的战斗。

首先，巫山县推荐了三个种植基地，经
万州海关实地调研后，最后选择了巫山县巫
峡镇七星村七组、八组的种植园。

根据相关规定，出口基地必须有100亩
以上的种植规模，且要建立完善的包括有害
生物监测与控制、农用化学品使用管理等质
量管理体系，近两年未发生重大植物疫情的
种植地，才能申办出口资质。这个基地种植
规模达400亩，同时也是市农业农村委重点
关注的种植区，符合条件。

同时，巫山县选择了县内龙头企业重庆
荣科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荣
科公司），让其负责除生产外，脆李出口的其
他环节，比如分拣、包装等。

前期工作定下后，巫山脆李出口“时间
战”正式打响。

“当时我们分了三个组，所有工作同步
进行。”重庆荣科公司总经理王晨宇介绍，三
个组分别是“资质组”“物流组”“渠道组”，前
者由万州海关牵头负责，后两个则由市中新
项目管理局负责。

资质组，要对公司多个环节进行“升
级”，确保它符合出口要求。比如仓库的分
拣线，水果存放、加工、处理、储藏等功能区
布局必须合理，才能更早拿到出口资质。

物流组，重点研讨用什么方式把巫山脆
李送出去。考虑到这次出口时间紧以及运
输成本问题，最终的方案，采取公海联运的
方式，出口新加坡。

“时间战”中，“渠道组”面临的任务最为
艰巨。想出口，必须要有客户接单，那就挨
个找客户，并把样品寄给他们。而且，每个
客户投放的市场不一样，对产品的需求量、
包装方式都会不同。

郑弦回忆说，当时，他们一边借助重庆
渝贸通公司、新加坡信达雅跨境贸易平台等
企业的外贸销售渠道，积极对接客户；另一
边，又通过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直接与
新加坡企业联系，希望给予支持。

两种方式最后都取得了效果：巫山脆
李出口前，获得了新加坡几个企业的订单，
主要销往新加坡的水果批发市场和礼品超
市。

今年7月，经过海关检验检疫，巫山脆
李分批次运往新加坡，进入当地市场。

更让人欣喜的是，当地客户对巫山脆李
品质非常满意，纷纷增加订单，希望明年增
加供应量。

巫山脆李出口“时间战”以胜利告终，也
代表重庆在农产品出口上，探索出一条可复
制推广的模式——通过中新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这样的开放平台，对接海外市场与销售
渠道；区县选择优质产品，并以龙头企业统
筹生产、分拣等前期环节；海关、商务委等部
门负责出口资质认定和前期生产监测；手续
认定、物流选择等中间环节，则交由专业的
货代、外贸公司负责。

打赢“时间战” 巫山脆李开辟海外市场

从市商务委、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掌握
的数据来看，重庆农产品出口一直是“小散
乱”的局面：出口企业上百家，品种几十个，
拿得出手的品牌几乎没有，规模与邻省四川
相差甚远，更无法与青岛等全国领先城市相
比。

想要打破这一局面，要从两个方面着
力：品牌产品和目标市场。前者能够稳定、
规模化地提供货源，后者则从需求端给予出
口保证。

2019年，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和重庆海
关一起，找到了忠县，希望以忠橙试点，探索
一条农产品出口的新路径。

三方一拍即合，各司其职打好“组合
拳”。

2019年，三方带着“探路”的心理，将重
庆瑞金农业有限公司的25吨忠橙运至新加
坡。虽然通关环节没问题，但进入市场后，
却发现忠橙不良率有些高。

“有不少果子，摆上架不到两周，就开始
坏果了。”万州海关副关长汪顺勇说，这种情
况若不解决，很可能导致忠橙出口变成“一
锤子买卖”。

严格意义来说，第一次探索，并不能算
成功。

三方开始寻找和分析原因，最后得出结
论是：从种植到采摘，再到包装运输，各环节
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国外对进口农产品，特别是生鲜类产
品，要求很高。”万州海关企业管理科副科长

李开银说，一些不起眼的小问题，放在国外
客户眼中就可能被放大。

比如在忠橙采摘时，农户剪枝随意，叶
柄就很尖。运输时，这些尖锐的叶柄，可以
将其它忠橙的皮刺破。运输时间短，这些破
损无足轻重，但出口运输时间长，过程中需
要冷藏。一冷一热后，损坏风险就大大增
加，坏果率也比内贸要高。

为此，三方开始重新梳理出口流程，特
别是在种植、采摘、包装、运输、存放环节。
重庆海关动植处带队来到忠县，与万州海关
一起，对其进行了针对性优化，印刷了专门
的出口手册，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包括忠
橙种植期间的农药喷杀次数，装载忠橙的果
篮有没有用棉布包裹等。

忠县则找到了浙江一家从事农产品出
口的企业，依托其经验，对忠橙出口环节进
行再优化。

2020年底，忠橙再次漂洋过海运往新
加坡，进行第二次出口尝试。这一次，几百
吨忠橙顺利抵达了新加坡客户手中，没有出
现坏果的情况。

有了成功先例，接下来就是在规模上实
现突破。这个环节，一是需要有龙头企业支
撑，二是需要足够大的市场来消化产品。

忠县商务委找到县内柑橘龙头企业重
庆春垦农业有限公司，规划了3000亩忠橙
园作为出口基地。

市场方面，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加大了对
接力度，不仅是新加坡，还把东盟能跑的企
业都跑了个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的结果，便是前
文提及的，3000吨忠橙通过层层关卡，分批
次成功出口东盟。这也是目前重庆单一农
产品中最大的出口规模。

打好“组合拳” 忠橙成功出口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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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海关工作人员在出口李子注册登记果园开展有害生物监测。
（受访者供图）

▲忠县拔山镇五星村转运柑橘。（资料图片）
通讯员 毛幼平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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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产品出口的“突破之路”

9月22日，市中新项目管理局邀请重庆渝
贸通、跨境贸易平台等企业座谈，就重庆农产
品出口的问题，进行经验总结，并探讨未来发
展方向。各方得出一致结论——出口模式闯
出来了，但还必须加强对国外市场的把控能
力。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物流航空部四级调研
员郑弦认为 ，重庆农产品出口不能“想当
然”——既不能什么东西都想出口，也不能什
么地方都去出口。

“比如欧美等国家，在生鲜产品的需求上
与东盟不一样，偏好柠檬类而非柑橘类，这就
要求重庆农产品出口要投其所好，选对市场。”
郑弦说。

渝贸通相关负责人认为，蔬菜、水果等生
鲜农产品出口只是一方面，后续，重庆应该考
虑增加这些农产品的附加值。比如将农业加
工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在忠县，已经有企业
在谋划生产柑橘浓缩汁，将其出口到全球。

新加坡信达雅跨境贸易相关负责人表示，
因为意识等方面的原因，重庆农产品在包装、
营销等方面都与国外品牌有所差距。

“比如国内市场评价一种水果好不好，是
看它好不好吃、甜不甜。但国外消费者第一感
觉都是它大不大，品相好不好，甚至是包装设
计是否吸引人。”该负责人说，未来，重庆应该
在这方面下功夫。

农产品“出海”
要“投其所好”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重庆农产品出口今年突破不断——
2月，丰都县人工养殖的14吨、价值近40万元

西伯利亚鲟出口到越南，成为重庆鲜活水产品走出
国门“第一例”；

4月，忠县3000吨忠橙出口至东盟，这是目前
我市最大规模一次生鲜水果出口；

7月，近300吨巫山脆李通过海公联运的方式，
首次实现了出口……

农产品出口其实是重庆外贸的弱项——2021
年，重庆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8000亿元，但农产
品出口总额仅有10.99亿元。上述突破，无疑为重
庆农产品出口注入了强心剂。

一直不温不火的重庆农产品出口，为何会在今
年出现集中式突破？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随着巫山脆李的顺利出口，王晨宇和重
庆荣科公司迎来“新生”：“公司经营理念和
运营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环节实现
了提升。”

他举例说，病虫危害和外来生物入侵，
是各国在通关通检时严格监测的领域。如
果重庆农产品出口时，在集装箱里发现哪怕
一个虫卵、一颗老鼠屎，这一批货物都可能
无法通关。

“有些国家采取的还是‘黑名单’制度。”

王晨宇说，也就是如果你的产品出现问题，
以后直接“拉黑”，禁止出口到这个国家。

这些严格的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重庆荣科公司出
口资质认证期间，万州海关不止一次到其仓
库检查、指导，要求他们增加灭蚊灯、防蚊
帐、挡鼠板、捕鼠笼等。经过改造升级后，任
何时间进入公司3600多平方米的仓库，都
找不到一只蚊子、苍蝇、老鼠。

“我们的产品质量也随之提高了。”王晨
宇说，现在公司所有物品均按照出口标准来
打造，这些产品哪怕以后走内贸，无论品相、
大小等较同类产品都更有竞争力，溢价空间
自然更大。

另一方面，通过这次出口，王晨宇看到
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他说，农产品出口，

不是某个农产品企业可以单独操作的，中
间环节需要很多专业团队、平台来做相应
的事。如此一来，有些企业会觉得，花这么
多时间精力，利润与内贸差不多，意义不
大。

“但不应该这么简单地算账。”王晨宇
说，出口意味着开阔的市场和眼界，能够与
全球竞争，其实也是学习、交流、进步的过
程。一个产品能够在国际上立足，其实也是
产品品质和供应链实力的证明。

郑弦也同意这一观点。她说，因为出口
存在运输、保鲜、防疫等多方面的阻碍，产品
品控要求非常严格。对企业而言，这是一种

“倒逼”。做好出口，其实有助于提升重庆农
业水平，提升重庆农产品在全球的知名度和
口碑。

李开银则表示，对于农产品出口而言，
以产业促发展、以出口带振兴，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不仅做强了品牌，还拓展了销售
渠道和市场。

“巫山脆李的出口，也给我们带来了新
的市场机遇。”王晨宇说，如今已有国内不
少从事外贸的企业跟重庆荣科公司在沟通
联系，希望能一起合作重庆农产品出口事
宜。

他还透露，目前，他们也在和奉节企业
积极对接，希望在今年底，将奉节脐橙带出
国门。

其他企业也在做类似的探索。比如渝
贸通公司，就非常看好长寿沙田柚的市场，
目前正在积极为其对接销售渠道，准备在明
年将其销往东盟地区。

“今年我们还出口了200吨左右的万
盛金针菇，明年出口量还可以更大一些。”
渝贸通公司相关负责人称，菌菇类产品也
是重庆特色农产品，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大
的市场。

打造金招牌 用出口“倒逼”农产品品质提升

▲ 2月21日，海关工作人员对即将出口的
西伯利亚鲟进行检疫。

通讯员 郎霄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