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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岛群岛北部海域，是我国刺参、盘鲍、栉
孔扇贝、紫海胆、魁蚶等海珍品的主要产地，这
里主要发展旅游休闲娱乐、农渔业。

在农业部 2016 年公布的第二批 22 个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单里，山东省庙岛群岛北
部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列其中。

发展碳汇渔业工程

庙岛群岛北部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又称长岛弘祥海洋牧场，位于山东省烟台
市长岛县大钦岛近海，属于山东近海重要经济
生物洄游通道。

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面积 1120 公顷，海域
为长岛弘祥海珍品有限责任公司养殖用海。

这里的海洋环境优越，海域水质环境状况
非常不错，溶解氧含量较高，初级生产力较高，
海水中石油类、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和无
机氮、溶解氧等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海水呈贫营养水平；海洋沉积物质量
环境良好，有机碳、硫化物和石油类等监测指
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长岛弘祥海洋牧场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
调查表明，该海区浮游动植物和底栖生物等饵
料生物十分丰富。

近年来，虽然烟台市海洋渔业一直稳定增
长，但渔业资源衰退、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渔民转产转业滞后等一系列问题都在困扰海
洋渔业产业的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海洋牧场建设是碳汇渔业工
程，开展海洋牧场建设不仅对渔业资源的保护
和增加海产品的产量有直接作用, 而且可以改
善海洋岩礁生态系, 改善生态环境, 限制底拖
网渔船作业, 保护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牧场建设，可以有效帮助改善该海域生
态环境，为鱼类等生物营造“安居家园”。

一边建设一边“播种”

随着长岛弘祥海洋牧场的建成，产生了极
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通过发展海洋牧场，可把资源的保护和
增殖、调整捕捞作业布局、发展休闲渔业等多
项措施结合起来，不仅有效地保护和增加渔

业资源，解决了渔民转业和渔船
转产问题，使渔业增产，渔民增
收，推动全省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和渔业经济发展。

长岛弘祥海洋牧场由长岛弘祥
海珍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管理与维
护。据悉，该公司是一家以工厂化育
苗、浅海深水增放养及海产品销售
为主的民营水产公司。自公司成立
以来，各类配套设备设施齐全、技术
成熟全面，为开展休闲渔业建设提
供了天然的条件。

近年来，该海域的渔业资源量
大幅度增长，不仅开发休闲海钓产
业，还带动了旅游、食宿、交通、钓具
制售、船艇修造、水产育苗等产业的
发展。

此外，通过合理人工礁体的选择
和投放项目，使得该海域的渔业资源
得到有效恢复，可为长岛县发展休闲
游钓渔业做出典型示范作用。据国内
外对海洋牧场建设产生的经济效益
调查分析统计，礁体投放 3 年后海域
鱼获量平均可提高 3 倍以上。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人工礁体
投放后，会使礁体周围的流场特性
发生改变，为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
殖营造适宜的生境条件。同时，礁体
上会有大量的附着生物滋生与繁
殖，这不仅可为鱼类等生物提供丰
富的饵料，也为鱼类等产卵、繁殖和
避害提供良好场所，从而达到改善
生境、养护渔业资源和提高海域生物资源量的
生态效果。

除此之外，该示范区采取一边建设一边底
播海参、鲍鱼等苗种的方式进行运作，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区建成后通过采捕渔业资
源及发展休闲垂钓、餐饮、娱乐、购物等，每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从而进一步带
动周边休闲游钓产业形成更大的产业规模，取
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张晴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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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稿费事
宜请与编辑联系）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进
入初夏，在黄河之滨、兰州近郊，有一片梨园，
枝头已经悄然挂满了小小的青涩的梨果。到了
秋天，金黄的梨子将缀满枝头，摇摇欲坠，带来
丰收的喜悦。

坐黄河画舫，赏万亩梨园，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沧桑的梨园风情，仿佛“世外梨园”，为这方水
土增添了不少韵味。2013 年 5 月，甘肃皋兰什川
古梨园入选农业部中国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名录。

古镇 水乡 梨韵

甘肃省皋兰县什川镇位于兰州东北部约 20
公里处，黄河穿境而过，南北有青山作屏，东西有
湍流横亘，坐拥一片古梨园，现存百年以上的古
梨树 9000 多株，面积达 4000 亩，被誉为“世界第
一古梨园”。

“什川地脉花最宜，梨花尤为上车奇。”什川
古梨树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年间，因地处黄河
之滨，当地果农仿建水车汲黄河水灌溉田园，开
始栽植梨树，加之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梨树长势
日渐旺盛。

经过十几代人的精心呵护，弥足珍贵的什川
万亩梨园得以留存至今。古梨园中的梨树年轮大
都在 300~500 年，虽老郁虬劲仍百媚千娇，虽历
经沧桑仍枝繁叶茂，被称为全球罕见的“活植物
标本”和难得的“梨园博物馆”。

当地人将种植梨树称为种“高田”，果农不仅
要为梨树松土、施肥，早春“刮树皮”、花期“堆砂”
防虫，更需要“天把式”利用云梯穿梭于半空的梨
树间，“空中作业”，给果树修枝整形、疏花疏果、
竖杆吊枝、采摘果实，形成了独特的栽培方式与
农耕文化。

其中，“堆砂”防虫很神奇，就是用黄河砂在
树干前围个圈；开春后，虫儿破土而出，仔细聆听
砂子沙沙作响，这叫“响砂”，小虫儿开始找家了，
但无奈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在一进二退中耗完
毕生，终究也无法接近树干。

这是什川古梨园存在至今的生态密码，也是
古法农耕传承之一。时至今日，古梨园里梨树翠
盖参天，生机盎然；300 年以上的梨树依然开花、
结果，保持着“色香味”俱全的魅力，正是赏花品
果的好去处。

古梨园的梨品种也十分丰富，有冬果梨、软
儿梨、酥木梨、长把梨、郴州梨、吊蛋子等土产品
种，以及引进的巴梨、鸭梨等 20 多个品种。“莫道
葡萄最甘美，冰天雪地软儿香。”软儿梨清甜醇
香，还具有生津、润肺的药用价值，食疗兼备。
1993 年，兰州软儿梨被原国家贸易部评为“中华
老字号”。

什川镇是国家级生态乡镇。四月芳菲时，梨
花淡白柳深青，满园梨花似千层堆雪，蔚为壮观。
秋收冬藏后，什川古梨园里便会响起锣鼓声，人
们纷纷拿出祖传的家什，唱梨园鼓子，跳高架铁
芯子，自娱自乐，陶醉其中。

生态文化梨园

近年来，随着生产发展、人口增多，工业化、城
镇化快速推进以及旅游业的发展，什川古梨园面
临被蚕食、挤占的危险，古树长势衰弱、果品质量
下降，严重的病虫害也危及古树存活。气势浩大、
梨韵幽深的古梨园景观面临严峻的挑战。

什川古梨园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要求
必须保护与开发并重。为此，皋兰县政府成立
专门的古梨园保护中心，制定古梨园保护发展
规划和管理办法，通过摸底建档、信息采集、养
护复壮，科学合理利用古梨树资源，传承弘扬
古梨园农耕文化。

每棵百年梨树上都有它的保护牌号，一树一
档，跟踪管理。当地政府还发动群众，从最基础
的铲草坪、网水渠、搬彩砖、拆钢房、松土壤等
直接有效的手段入手，推广“天把式”梨树管护
技艺，开展古梨树病虫害防治，恢复古梨树自
然生态环境。

明确由纯经济果园向生态文化园的转型过渡，
既探索发展树下经济，又结合当地地质地貌特点，

进行科学补植补栽，巩固扩大梨园规模，形成“大景
区”格局。加强古梨园的技术保护支持。加强对软儿
梨冷冻等延伸产业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力度，促
进产品的深度开发，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果农收
入，有效调动果农参与古梨树保护开发的积极性。

“才离喧嚣繁华地，便入逍遥自在天。”黄河
沃土养出一座古梨园，也为皋兰县打造“梨花之
都”提供了一张不可复制的自然、生态、历史、文
化资源的通行证。

作为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的主要节点，什川
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誉。其自然景观得天独
厚，具有万亩古梨园、库区水面、峡谷风光、观光农
业四大旅游特色资源。当地政府制定了全方位、多
层次的旅游整体发展规划。

当地政府依托古梨树资源，连续举办了十五届
旅游节，把旅游观光、文体娱乐等融为一体，形成以
梨园美景观赏、黄河风光游览、农家休闲娱乐等为
主的新型休闲农业旅游区。2015 年，“世界第一古
梨园”景区被批准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保护百年古梨树、开发连片古梨园、打造
梨园古镇，拥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自然生
态景观、果木栽培科学研究价值的皋兰什川古
梨树资源，将成为黄河风情线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独特珍贵的“世界第一古梨园”也将再次焕
发青春。 （王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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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川古梨香满园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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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那里的水果特别好吃？”每次去
广西出差，总会有人这样问，也会让记者帮
忙带些新鲜的水果回来。

广西是我国水果生产的宝地，是全国五
大水果千万吨产区之一。在广西，水果是继
粮食、甘蔗、蔬菜之后第四个种植业超 100 亿
元的产业。而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八桂大地
在“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占尽先机。

广西农科院园艺所所长、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广西特色水果创新团队首席
专家陈东奎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目前
广西有商品性栽培的果树种类近 20 个，其
中柑橘、芒果、柿、火龙果、百香果稳居全国
第一，香蕉、荔枝、龙眼等居全国第二。

一年四季水果不断

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国家柑橘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邓秀新院士看来，广西将
成为我国长江以南最重要、品质最优的水果
生产基地之一。

而这离不开这里优越的气候资源、土地
资源、种质资源等多个因素。陈东奎向记者
介绍，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使我国 70%
的果树种类都能在广西种植，再加上无霜期
长、生态环境优异的特点，使广西出产的水
果品种极为丰富，一年四季鲜果不断。

记者了解到，北回归线横穿广西中部，
年均气温 20℃～22℃，台风出现的季节相对
较晚，对夏熟水果影响较少，是香蕉、荔枝、
龙眼、芒果、火龙果、菠萝、百香果等南亚热
带水果理想的生长之地。

此外，北回归线以北适合砂糖橘、沙田
柚、温州蜜柑、甜橙等亚热带果树及柿、梨、
李、桃、葡萄等落叶果树的生长，同时由于相
对其他南方省份气温偏高，水果成熟上市
早，有利于抢占市场。

事实证明，优越的自然条件、悠久的种
植历史，造就了广西丰富的水果资源。

经初步查明，广西现有果树 47 科 85 属
237 种。南宁香蕉、沃柑，桂林砂糖橘，百色芒
果闻名遐迩；灵山荔枝、天峨珍珠李、恭城月
柿让人口齿留香；广西冬葡萄、火龙果、容县
沙田柚、融安金桔更是誉满全国。

近年来，广西按照“特早、特晚、特优”的
原则优化结构布局，努力打造“独一份、好中
优、错峰季”的新型水果产业体系。柑橘、香
蕉、荔枝、龙眼等大宗水果优势更大，柑橘实
现周年上市，香蕉应市期从 4 个月左右延长

到 8 个月。
截至 2016 年底，广西水果产量突破

1500 万吨，位居全国第五。全区水果产值近
400 亿元，农民人均水果收入超过 1500 元，
水果产业已成为广西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

目前，全国有五个省份水果年产量超过
1000 万吨，分别是陕西、山东、河北、广东、广
西。“官方数据显示，广西是第五。”陈东奎说，
虽然最新全国排名还未正式公布，但是预测
广西水果产量将呈上升趋势。

抢占“一带一路”先机

除了优越的地理环境优势，陈东奎认为，
广西的水果产业发展迅猛也是必然的。“广西
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工业发展欠发达。
虽然人口排在全国第 11 名，但是人均 GDP
排名在 26 位前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市
场导向和社会分工决定了广西农业大省的地
位。”

广西，集沿海、沿江、沿边于一体，是我国
大西南最重要和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独特的

区位优势，使广西在“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占尽先机，广西与东盟水
果交流贸易也日益频繁。

陈东奎介绍，广西与东盟同属热带亚热
带地区。北回归线从广西中部穿过，在全国适
于发展热带作物的土地中，广西拥有 11.4 万
平方公里，占全国热作区总面积的 38.5%，列
全国第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升级以来，
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从广西引入百色芒果
种植技术，广西从东盟引种火龙果品种。广西
与东盟国家均盛产芒果、荔枝、龙眼、菠萝、香
蕉、火龙果等热带水果。

近年来，广西按照“品种特色化、生产标
准化、营销品牌化和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思
路，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与区域布局，引导优
势产业向优势区域发展、特色产业向最适宜
区发展，逐步形成产业聚集优势。

事实上，广西水果产业在“一带一路”战
略下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举世瞩目
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在广西首府南宁举
办，给广西水果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陈东奎说。

须看准适种和市场

但不得不提的是，目前广西的水果产业依
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陈东奎表示，广西水果产
业的优势有很多，但是不足的方面依然存在。

当前，广西经济发展落后，工业支撑不
足，导致目前水果产业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再
加上品种研发能力不足、信息流动不畅等，从
而提高了产业的风险度。

此外，广西水果产业虽大，但是不强。“大
而不强，是制约水果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陈东奎告诉记者。

陈东奎摆出了具体的数据：广西水果的
损耗率达 20%～30%，而一般的损耗率应该在
5%左右；广西水果采后机械化清洗、分级和
包装能力只占总产量的 10%～15%；冷链运输
能力只占总产量的 10%～15%。

广西水果产业下一步该如何发展，不仅
关系到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关乎农户的
经济效益。以桂林为例，全市水果产值占种植
业总产值的 30%，农民人均水果收入约 3300
元，全市 80%以上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以种植
水果为主导产业。

对此，陈东奎也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
要考虑种植地点和品种是否合适。气候、土
壤、光温热……对土地了解得越深厚，就越明
白这片土地的“脾气”。就像十年前在桂林的
沃柑，在桂北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下，它只能
结出酸味偏重的小果。

其次，选择正确的品种十分关键。好的品
种应该具备两个特性，一是新，二是具有市场
潜力。“在农业领域，新品种的培育不仅仅是
为了求新鲜感，同时也是一个更好品质的品
种。新品种所具备的特性必然比之前的品种
好，更符合市场的需求。”陈东奎说。

此外，对于并不擅长技术的普通农户而
言，好种植、易护理的果树品种更容易增收。
降低种植风险的最好方式，就是选择一些比
较好打理、技术要求不高的品种种植，比如说
柑桔、香蕉、柿子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规模化种植大背景下，
对农户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陈东奎认为，
农户应该建立起技术种植的理念，不断学习
和提升自身的农业种植技术水平。

经过多年在农业领域的研究，陈东奎认为
未来广西水果产业的发展将会更科学合理，更
健康全面。“今后广西水果产业的发展，将呈现
品种更新快、多样化，果品质量好、具备更多保
健等功能，并且食用安全，果树种植将趋向省
力、低能耗、规模化、一体化发展。”陈东奎说。

八桂水果走俏“一带一路”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区域观察

京津冀最大涉农商品现货
交易中心项目启动

本报讯 5 月 6 日，亚粮泰盛秦皇岛大宗商品交
易中心项目启动仪式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该项目预计今年 8 月正式上线运营，将成为京津冀地
区最大的涉农商品现货交易中心，对加快当地产业结
构调整、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该交易中心由亚粮基金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等单位共同发起组建，经河北省政府批准成立，注册
资金 1 亿元；地址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
6700 平方米。交易中心将以农产品、工业品等大宗商
品为交易重点，围绕种子、农药、化肥及农机具等开展
线上、线下电子商务交易，国际、国内贸易和现货交
割，以物流、信息和金融服务为配套，实现“互联网 +
大宗商品交易 + 供应链金融”结合，打造中国领先的
全方位大宗商品交易一站式服务平台。

交易中心建成运营后，将有效降低秦皇岛及周边
地区大宗商品的流通成本，扩大大宗商品的流通渠
道，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大宗商品现货产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

亚粮泰盛秦皇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大临表示，交易平台将立足秦皇岛，充分
利用当地的交通、地缘优势，整合京津冀资源，以东
北、华北为依托，向全国辐射；同时，融入“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开拓中亚、东亚等国际市场，打造大宗粮食
物资的重要储存、加工、交易集散基地。项目正式启动
后，力争在 3 年内实现上线交易量 6000 万吨以上，交
易额达千亿元，最终实现秦皇岛粮食价格指数，当地
将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粮食交易中心、
输运中心及定价中心。 （高长安王继军）

山东利津县开辟支农新干线

本报讯 北岭乡是山东利津县远近闻名的蔬菜之
乡。近年来，北岭人到内蒙古种植菠菜，实行规模化种
植，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收入。据调研统计，有 150 余户
菜农每年 3 月到 10 月在内蒙古种植菠菜，户均 70 余
亩，机械、化肥、农药和种子基本都是从当地购买，每
百亩的化肥和农药种子半年内的投入约 40 万元，仅
在内蒙古种植菠菜的农户农资现金流量就达 5000 万
元，有力带动了当地农资超市的蓬勃发展。

但由于种植户在经营期间，全家在外经营，银
行如果为其提供贷款支持，会出现 6 个月的监管
空白期，无形中增加了信贷资金违约风险，种植
户为扩大经营规模，只能通过民间借款或向农资
超市赊账的方式解一时之困，从而造成农资超市

“资金流”陷入两难困境。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利津农商银行积极转变

思路，主动对接农资销售商，对辖区内的农资超
市全部建档管理，梳理其业务范围，了解客户数
量，匡算资金需求，根据其资信情况及经营实力
合理确定授信额度，并积极推行“上门授信”“限
时办贷”等惠民举措，在确保了农资备货款及时
足额到位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客户的时间成本
和资金成本，有效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截至目前，已建档商户 15 户，授信金额 200 万
元，用信 100 万元。在有效满足农资超市季节性资金
需求的同时，带动了农资超市和蔬菜种植户资金沉
淀，实现了存贷款市场份额的稳步提升。 （兰欣）

地方动态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广西，水果是继粮食、甘蔗、蔬菜之后第四个种植业超100亿元的产业。而独特的区
位优势，使八桂大地在“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占尽先机。

▲火龙果

百香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