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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橘不愁卖，种出好橘的关键是技
术。多年前,“红美人”能从众多柑橘良种
中脱颖而出，育种技术功不可没。

象山甬红果蔬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内
最早引进培育“红美人”柑橘的乡土专家顾
品告诉记者，当初与“红美人”同批试验的
品种有近 30 个。“每个品种每年需要进行
10 次、近 20 项数据观察与测定，可谓‘百
里挑一’。”

为了让“红美人”这个潜力品种更好地
适应当地环境，顾品和当地农林部门合作
建设柑橘基地，研究、培育柑橘。

“我们在大棚里重新嫁接、试种，发现
‘红美人’适应了这种环境。”经过不断观
察、研究，以顾品为代表的浙江第一代种植
户对“红美人”生长习性不断熟识，最终掌
握了一整套设施栽培的实用技术。

有市场，技术才能不断迭代。在樊树
雷看来，“红美人”品牌之所以能在短短 10
余年时间打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形成了
相对完善的成套栽培方法。良种配良法，
使得“红美人”能够源源不断产出精品，抢
占市场。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为实现“红美人”
优质高产，这些年，各地农技专家牵手种植
大户不断试验新技术。譬如针对“红美人”
栽种六七年后易“早衰”的问题，宁波象山
等地率先探索通过组培的手段，对成长初
期的“红美人”进行脱毒，强化果树长势。

聚焦“红美人”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难
题，浙江也超前布局科技攻关。

“围绕‘红美人’品种特性、设施栽培、
肥水调控、土壤改良、果实贮藏等环节，我
们早在 2018 年就布局了农业重大技术协

同推广计划的试点项目。”周慧芬表示，这
几年，全省各地举办的“红美人”相关技术
培训、优果品鉴等活动明显多了起来。前
年，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还发布了全省精
品“红美人”名单。“通过评奖评优，形成示
范效应。”

作为典型的高品质、高附加值产业，
“红美人”要擦亮招牌，还必须积极导入现
代生产要素，强化生产经营的组织性，开辟
发展的新空间。

采访中，记者发现，“红美人”正在成为
数字农业的“试验场”。象山、慈溪、平阳、
黄岩、南浔等地的橘园里，温湿度监测、水
肥一体化自动浇灌设备设施等随处可见。
不少地方还搭建起云平台汇集管理数据，
帮助橘农在生长关键期及时调整养分供
应，提升品质。以电商为突破口，越来越多
传统橘农成为了“红美人”产业链上的
一环。

数字化，可以让“红美人”更加契合市
场预期，进而支撑价格、带动销售。去年 6
月举行的浙江省浙农码赋能公用品牌行动
启动仪式上，最早开始种“红美人”的象山
被列为十个试点县之一。橘树有赋码，橘
子也能做到一果一码。通过浙农码数字化
赋能，象山“红美人”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
不断提升。

数字化之外，象山正在推进柑橘标准化
种植，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象山县农业农
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仅柑橘这个领域，当
地就已制定并推行各类标准70余项。

发力创新、构筑标准⋯⋯在浙江建设
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的大背景之下，“红美
人”的样本价值或不止于此。

技术+标准，“红美人”可以更美

应磊

无论什么产业，只有打造产品核心竞
争力，才能让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日本静冈县网纹瓜，被称为“蜜瓜界的
LV”“水果中的劳斯莱斯”，其每公斤均价
在 180 元至 360 元之间。为什么能卖如此
高价？

数十年来，静冈县致力于网纹蜜瓜种子
种苗的改良和种植技术的改进，以及后续的
包装销售，从而使得当地产的网纹蜜瓜享誉
全日本，形成了高附加值的品牌效应。

相较于静冈县网纹瓜，“红美人”柑橘
产业还需走很长的路。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不少地区“红美人”柑橘扩张迅速，但农
业设施和精细化管理缺位，导致柑橘品质
退化。在市场端，不少消费者也表示，“红
美人”柑橘失去了早些年的口感。这给“红

美人”产业埋下了隐患。
这些年来，国内不少高效益农产品往

往昙花一现，令人惋惜。那么，“红美人”柑
橘如何保持长久生命力？一方面，要完善

“红美人”柑橘标准化生产体系，这是现代
农业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符合市场行情、
结构科学合理的农业标准化服务体系。另
一方面，以品牌农业引领“红美人”柑橘高
质量发展，整体规划品牌建设和品牌保护
机制。

随着品牌体系，品质体系不断提升
完 善 ，高 效 益 农 业
就 会 惠 及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户 。 我 们 期
待 ，阡 陌 田 野 出 现
越 来 越 多 高 品 牌 价
值 、高 科 技 含 量 的
富农产业。

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

春节将至，“红美人”柑橘销售正酣，不少大棚里，红彤彤
的柑橘依然挂满枝头，等待采摘发往全国。

汁多味甘的“红美人”已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水果。记
者注意到，这几年，“红美人”柑橘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单
单象山一地就种植 3.6 万亩，全省种植面积更是超过了 10
万亩。

供需关系变化、品质层次不同，“红美人”柑橘的价格也随
之出现分化，当初二三十元才能买一个，如今 5 元、10 元一
斤。这不禁让人心生疑问：大规模扩产之后，“红美人”柑橘能
否保持“美人风采”？这个名气越来越大的浙产柑橘品种，如
何避免出现昔日跟风扩种导致产品滞销的“椪柑之痛”？

这几天，象山晓塘乡月楼村车流量大增，这里种植的“红
美人”柑橘运往全国各地。村党支部书记黄和振说，村里
80%的农户从事“红美人”柑橘种植，身边不少人都靠这个住
上了小洋房。

一亩“红美人”柑橘，产值高的可以达到 8 万元。在象山
种植“红美人”柑橘，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橘农不在少数，“红美
人”已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有钱可赚，种的人就多。全国各地引种“红美人”柑橘，产
量迅速增加。市面上也出现了各种价格档次的“红美人”柑
橘，贵的数十元一斤，最低仅几元钱一斤，和普通柑橘相差
无几。

同样是“红美人”，为何身价迥异？
在省农技推广中心水果科科长周慧芬看来，优质优价是

市场规律。“好的‘红美人’依旧一果难求，但由于不同地区生
产的‘红美人’品质参差不齐，市场上出现不同价格的‘红美
人’很正常”。

皮薄肉厚，口感细腻无渣，入口即化⋯⋯“红美人”的独特
风味让很多人着迷，但是，要种好却非常不容易。

“‘红美人’对栽培管理的要求很高，尤其需要避雨栽培设
施。”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总站农艺师樊树雷告诉记
者，冬季寒潮来袭，假如“红美人”柑橘缺乏精细化管理，很容
易遭遇低温冷冻伤害，果实品质难以保证。

台州种植户王芳在8年前开始试水种植“红美人”。在她
看来，“红美人”柑橘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娇贵：“对冷热变化特
别敏感，花果数控制、病虫害防治等各方面都比其他柑橘难

‘伺候’，种植过程中容易遇到各种问题，柑橘树的长势比较
弱，要培养出茁壮的树苗也是一个大问题。”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相比其他水果，“红美人”柑橘
种植是典型的高技术含量、高投资行业。仅搭建钢制大棚
每亩成本就超过 3 万元，每年田间管理的亩均成本更在
4000 元以上。

高投入，正是为了高产出。
“浙江山多地少，机械化作业优势不具备，水果种植的

一条特色路径就是创新和精品，这是‘红美人’成功的关
键。”周慧芬介绍，这些年，“红美人”的推广速度一直比较
快，目前已成为浙江栽培面积第二大的柑橘品种，仅次于胡
柚，“这说明‘红美人’很受市场欢迎，大家都相信种‘红美
人’可以带来收益。”

数据显示，目前，“红美人”柑橘已经引种到了全国 15
个省区。宁波之外，我省台州、衢州、金华等地的柑橘种植
基地也在持续扩大“红美人”种植面积，浙江全省种植面积
已超过 10 万亩。

同为“红美人”，身价大不同同为“红美人”，身价大不同

8 万元一亩的“红美人”，在规模种植的
水果产业中十分少有，这自然吸引越来越多
种植户涌入。有人开始担忧：种得多了，会不
会导致卖难？

对浙江橘农而言，前车之鉴犹在眼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椪柑栽培面积

和产量迅速扩大。“3 个橘子一块钱,卖掉橘
子好过年。”当时，椪柑“万元户”、椪柑生产
销售专业村成批涌现，椪柑成为了不少农民
的“摇钱树”。但很快，由于大量农民跟风
栽种，标准化生产到位率不高，导致果品良
莠不齐，椪柑滞销的情况屡见不鲜。

眼下，浙江同样涌现不少工商资本“跨
界”种“红美人”的大户。虽说资金不缺，但由
于田间技术管理不到位，种出来的“红美人”
达不到精品果要求，卖不上好价钱。记者了
解到，就在象山当地，一名种植了几百亩“红
美人”的投资者就因为没摸透“红美人”“脾
性”，导致产量不高、品质欠佳，一年亏损了数
百万元。这样的例子外地也有不少。

在工商投资者之外，还有更多跟风种植
的橘农。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两年，浙江不少
传统橘农把老品种橘树嫁接成了“红美人”。
同样是由于在设施和管理上不到位，这些橘
农种出来的“红美人”果皮粗糙，果肉多渣且
甜度低，品质与精细化种植的“红美人”相距

甚远，田头批发价仅四五元一斤，几乎赚不到
钱。

盲目跟风，缺乏有效技术管理，对单个农
户来说就有不赚钱甚至亏钱的风险；对整个
产业来说，则会带来更大的隐忧。

“红美人”会不会走椪柑的老路？在业内
人士看来，“红美人”由于天然的高投入特性，
虽然存在一定跟风种植的情况，但目前还谈
不上无序扩张，在市场这个“无形之手”的调
节之下，“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尚未形成，

“红美人”的种植面积逐步趋于稳定。此外，
“红美人”一开始走的就是精品路线，这为其
带来了额外的“品牌价值”。伴随种植面积扩
大，愿意为其买单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庞大，这
使得“红美人”的均价可以维持在相对较高的
水准上。

实际上，“红美人”柑橘已成为不折不扣的
高效益产业——按亩产4000斤来算，平均每
斤能卖到10元左右，种植户的收益仍然可观。

“好水果应该走进千家万户，种的多了，
价格有起伏是正常现象。”象山柑橘博览园负
责人韩东道坦言。王芳自嘲“没有赶上‘红美
人’的福利期”，但经过几年试水她已意识到，
种植“红美人”不是光有一腔热情就可以，还
要尊重市场规律，“别人卷价格，我们就卷品
质、卷口碑，好橘子才不愁卖。”

扩种增产，销售变难了吗

象山组织“红美人”柑橘
种植户现场教学。

先进的“红美人”选果机可以挑选出精品水果。先进的“红美人”选果机可以挑选出精品水果。

国内培育的首棵“红美人”树栽种在象山县晓塘乡。

象山柑橘文化节上“红美人”柑橘拍卖现场。

象山“红美人”种植大棚

柑橘展销会上，“红美人”引来众多消费者购买。 本版图片均由象山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市场价格两极分化市场价格两极分化

““红美人红美人”，”，能否避免能否避免““椪柑之痛椪柑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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