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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江津区龙华镇燕坝村柑橘种植大户张兴
安很纳闷，同样种的是柑橘，为啥自己的沃柑
只要两三元一斤还不好卖，同村曹莉的渝蜜橙
卖三十元一斤，还供不应求。

土壤条件相似，种植技术也差不多，巨大
的价格差，只因为品种不同。

从品种选育出发
掌握发展主动权

2月29日，记者走进曹莉的渝蜜橙种植基
地，漫山遍野的柑橘树从山脚一直蔓延到山
顶，展现出勃勃生机。

“这些都是渝蜜橙发出来的枝条，全是去
年2月嫁接的，一年时间就长到了一米多高，要
是天公作美今年丰收不成问题。”看到果树长
势喜人，曹莉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曹莉曾从事过柑橘国际贸易，2017年在
广东国家柑橘育种繁育基地工作，其中一项任
务是对新品种、新品系柑橘进行选育。

“一个品种也就火三四年。”曹莉介绍，
2017年是沃柑的高光时刻，一斤能卖8至10
元，但没多久价格就稳不住了，最低时地产价
仅为几毛钱一斤，“物以稀为贵，种的人多了，
价格自然便宜。”

要赢得柑橘发展主动权，就必须不断进行
品种迭代升级。

江津是我市柑橘种植优势区之一，其中江

津广柑在全国久负盛名。在此基础上，当地选
育出江津锦橙、长叶橙、长叶香橙等柑橘品
种。由于同质化严重，当地柑橘逐渐丧失优
势。因此，江津提出了以品种为引领的柑橘振
兴计划。

2020年3月，曹莉从江津一种植户那里听
到消息，说龙华镇的长叶橙果园发现了一株甜
橙芽变。她觉得有可能会从中选育出一个柑
橘新品种。

次年，曹莉来到龙华镇，一面指导当地做
好高接换种工作，一面挑选10多根枝条做新
品种稳定性等试验。经过三年多的观察和培
育，渝蜜橙新品系成功问世。

“吃起来甜而不腻，还有蜂蜜味。”曹莉说，
渝蜜橙作为长叶橙的后代，不仅有无核、多汁、
个大、丰产等优点，而且成熟期长，从12月挂
果可以持续到次年5月，大大延长了果子鲜食
和加工的周期。

由于品质好，曹莉种植的渝蜜橙刚上市就
受到沿海市场的抢购。曹莉说，目前，她们正
向农业农村部申请柑橘新品种保护，明年有望
大面积推广种植。

与曹莉一样，重庆归来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宗强同样把柑橘的突破重心放在了品种
上。“得益于中柑所（江津）科研人员的支持，今
年基地种植的柑橘新品种‘阳光1号’迎来了丰
产，一斤果子卖出了25元的高价，实现了增产
与增收的双赢。”张宗强说。

据统计，目前全市拥有柑橘品种82个，极
大地丰富了我市柑橘的种类，满足了广大消费

者对柑橘多元化的需求。但其中有不少品种
是从其他省市跟风发展而来，比如前几年广西
砂糖柑受欢迎，我市不少区县便引进种植，随
着种植规模的扩大，价格优势消失。

“下一步，我市将整合科研创新力量，充分
利用北碚、江津两个国家柑橘区域良种苗木繁
育基地，鼓励土专家、田秀才加强柑橘品种的
繁育，着力解决品种多而不强、有而不大的问
题。同时迭代升级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柑
橘新品种、新品系，通过走在品种选育的前列，
牢牢掌握柑橘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和销售的话
语权。”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从鲜果到榨汁
提升产业附加值

曹莉围绕品种迭代升级寻求柑橘突破之
时，森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森美公
司”）则把精力投入到柑橘的精深加工上。

走进位于开州区赵家街道工业园区的森
美公司，30多辆满载柑橘的大卡车排起长龙，
等待卸载；生产车间里，12台压榨机开足马力
加紧生产，工人们低头忙碌，手上没停过……

“从去年11月底开始生产橙汁以来，这样
的场景几乎天天如此。”在浓缩果汁生产车间，
公司相关负责人陈和英指着快速转动的压榨
机调侃道，这些机器“胃口”大得很，12台机器
同步运转1小时，要“吞”进30吨果子，算上即
将开工的NFC鲜榨橙汁生产线，一年至少要
消耗10万吨橙子。

开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我市柑橘生
产的优势区之一。目前柑橘种植面积35万
亩，产量36万吨，带动30万果农增收，形成了
春锦橙、春血橙、春脐橙、春橘橙等早中晚熟
柑橘布局。

“有一段时间，锦橙成了我们发展的痛
点。”开州区果品站站长付世军说，开州是全国
最大的锦橙之乡，近年来随着江西、湖南、湖北
等地中熟柑橘产地的异军突起，中熟柑橘市场
供过于求，价格持续低迷。

为了找到解决办法，2008年开州引进森
美公司搞橙汁的精深加工，试图走一条差异
化的柑橘发展新路。但是该公司生产的浓缩
汁也引来了不少效仿者，同样面临着“内卷”
的压力。

“市场竞争变大，橙子加工量势必会受到

影响。”陈和英说，为了生产高品质的果汁，
2014年公司投入1.5亿元新建了一条NFC鲜
榨橙汁生产线，相比浓缩汁，鲜榨橙汁营养更
高，产品卖到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一升橙汁的价格为30元至48元，相比鲜
果提高了三四倍。但NFC鲜榨橙汁也有自己
的局限——由于价格较高，消费人群基数不够
大，生产和加工规模始终上不去。

森美公司将果渣加工成饲料、肥料，同时
去年又开发出柑橘果酒。如今，当地年均加工
橙汁达3万吨，通过精深加工让鲜果的均价提
高到1.5元一斤，不仅提高了柑橘的附加值，还
解决了中熟柑橘的销售难题。

截至目前，全市有柑橘精深加工企业16
家，建成了忠县鲜果集散处理基地以及亚洲规
模最大的鲜冷橙汁基地，柑橘年精深加工能力
可达100万吨以上。然而，目前我市鲜果加工
量还不到20万吨，加工业对重庆柑橘产业的
带动能力还未能充分释放。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业，一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
相关配套设施。另一方面鼓励引导加工企业
大力开发柑橘软糖、橙色冰激凌、橙色蛋糕、柑
橘果酱及柑橘护手霜等柑橘衍生品，力争打造
一批柑橘‘爆品’，提升重庆柑橘加工在全国的
影响力。”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做大出口“朋友圈”
提升溢价空间

与江津、开州不同，巫山则把出口作为柑
橘突破的另一个方向。

2月27日，巫山县福田镇果品分拣中心一
片繁忙。重庆耕田而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晨宇正招呼十多名工人，将刚采摘下来
的W默科特柑橘进行挑选、分拣、清洗、装箱、
贴单……一周后，这35吨柑橘将运抵俄罗斯。

见自家种的柑橘将走出国门，福田镇天宫
村柑橘种植大户李尚兵拿出手机和柑橘拍了张
合影。“老辈子，只要你们的柑橘达到出口标准，
今后还能出口到更多国家。”王晨宇笑着说。

事实上，巫山一直在推动柑橘出口。
“巫山恋橙”是该县重点打造的区域公共

品牌，除了纽荷尔、W默科特两大柑橘品种外，
还包含椪柑、沃柑等品种，目前全县柑橘种植
面积达20万亩，年产量超12万吨。

巫山县农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说，近年
来，随着全国柑橘产量的日益饱和，柑橘市场
越发疲软，价格持续低迷。其中巫山柑橘表现
尤为明显，价格从一斤两三元跌到一元多。

而在东南亚，柑橘类水果长期依赖欧洲、
美国等地进口，价格偏高。与这些地方的柑橘
相比，国内柑橘有交通和价格优势，完全可以
把东南亚作为目标市场。

由此，一场关于柑橘出口的战役全面
打响。

“‘巫山恋橙’要实现出口，首先要有达到
出口资质的生产基地。”易前聪介绍，出口基地
必须达到100亩以上的种植规模，要建立完善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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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只有近两年未发生重
大植物疫情的种植地，才能申办出口资质。

经过比较，巫山县选择了福田镇天宫村的
柑橘基地，该基地果园面积达1450亩，相关硬
件条件符合标准。

随后，重庆海关动植检处联合万州海关成
立工作专班提前介入，帮助企业、出口果园和
包装厂规范高效完成注册登记和备案，指导企
业完善果园和包装厂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农事
记录、病虫害监测、产品溯源，提升柑橘加工分
选质量等，以满足出口包装运输和保鲜需求。

同时，巫山县积极与县内龙头企业重庆耕
田而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由后者负责分
拣、包装、运输、市场等出口环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1月，82吨“巫山
恋橙”首次自营出口到了新加坡、菲律宾。

“通过出口，巫山柑橘的产地均价提高到
1.6元至2元一斤，不仅扩大了销售渠道，还提
升柑橘的溢价能力，带动老百姓持续增收。”易
前聪说。截至目前，当地已有1000余吨晚熟
柑橘出口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
斯等国家。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内销转出
口”正成为我市柑橘突围的新方向——今年
来，全市柑橘出口迎来开门红，出口达万余吨，
地产柑橘均价提高了0.5元，初步走出了一条
出口赋能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他表示，接下来我市将扩大柑橘出口基地
规模，指导、帮助市场主体完善柑橘出口认证、
备案等服务；将加强柑橘绿色生产技术的推
广，提高果子品质，进而推动更多优质柑橘抢
占国际市场，做大柑橘出口的“朋友圈”。

市场内卷 重庆“第一大水果”咋突围

眼下正是晚熟柑橘上市的眼下正是晚熟柑橘上市的
高峰期高峰期。。

在重庆在重庆，，柑橘种植面积达柑橘种植面积达
380380余万亩余万亩，，产量产量440440多万吨多万吨，，带带
动动300300多万果农增收多万果农增收，，堪称我市堪称我市
““第一大水果第一大水果””。。

然而然而，，随着近年来江西随着近年来江西、、广广
西西、、湖南湖南、、四川等全国柑橘主产四川等全国柑橘主产
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产量不断提
升升，，柑橘行业柑橘行业““内卷内卷””现象加剧现象加剧，，
重庆也无法独善其身重庆也无法独善其身。。

前不久前不久，，我市提出要重点打我市提出要重点打
造造 44 大柑橘重点产业链大柑橘重点产业链，，力争力争
20272027 年柑橘综合产值突破年柑橘综合产值突破 500500
亿元亿元。。

面对新目标面对新目标，，重庆柑橘如何重庆柑橘如何
突围突围？？连日来连日来，，记者走进开州记者走进开州、、巫巫
山山、、江津等柑橘主产区进行采访江津等柑橘主产区进行采访。。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
平）3月5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重庆
把柑橘产业链建设作为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的重点任务，全力打造脐橙、杂柑、血橙、
柠檬4个重点产业链，力争2027年柑橘综合产
值突破500亿元。

在脐橙产业链上，将以奉节、云阳、巫
山等区县为中心，立足 85 万亩基地，打造
以“奉节脐橙”“云阳红橙”“巫山恋橙”为主
的脐橙主产区，配套建设智能化田间批发
市场和现代化冷链仓储物流体系，提高冷
链贮运率。

在杂柑产业链上，将以忠县、江津、开州、
秀山、酉阳等区县为中心，在低海拔河谷区域
发展沃柑、W默科特等品种，在海拔较高区域

发展爱媛、春见、大雅等品种，实现10月至翌年
6月优质鲜果供应。

在血橙产业链上，将在万州、长寿、荣昌、
璧山等区县，大力发展“玫瑰香橙”“长寿血脐”

“海棠香橙”，建成40万亩血橙主产区。
在柠檬产业链上，将高标准建设重庆柠檬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潼南柠檬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

“接下来，我市将突出科技支撑、良种繁
育、基地改造、加工提升、龙头培育5个‘抓手’，
着力补齐柑橘产业品种、种植水平、深加工等
方面的短板问题，不断丰富柑橘品种结构，建
设智慧果园场景，提高柑橘加工利用率，推动
重庆柑橘产业提档升级。”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说。

重庆打造4大柑橘重点产业链
力争2027年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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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长寿区龙河镇四坪村果园，村
民正在采摘晚熟柑橘。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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