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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涂洪长、曹袆铭

2015 年返乡创业前，47 岁的丘春生是个连
百草枯都没听说过的农业门外汉。如今，他却在老
家闽西长汀县涂坊镇吴坑村租种了 50 多亩的百
香果。

说起 3 年来在这颗“时髦”水果上的起起落
落，丘春生用了一个比喻：“做农业就像开车，新手
上路很兴奋，越开越快，只有吃了亏才会慢下来、
沉静下来。”

在有着“槟榔芋之乡”称誉的涂坊镇，丘春生
种百香果是一场新鲜的试验。2016 年行情好，一
斤果子的田间价最高达到 15 元，试种了 10 来亩
的丘春生小赚了一笔；2017 年，老丘扩大了种植
面积，并带动几个贫困户从银行找来了 25 万元的
扶贫贴息贷款，没承想 10 月份开始的早霜把 20
多万斤果子“扣”在了田里。血本无归之后，一度有
人劝他“跑路”。

丘春生把自己的农场品牌命名为“客家郎”。
秉持客家人勤劳、吃苦、不服输的性格，老丘忍痛
把在外打工 10 多年积攒下来的一套房子贱卖了
还贷，今年继续种百香果。当前正是采果的季节，
但让老丘烦恼的是：连种 3 年之后，百香果出现
“忌地现象”，不仅果子产量比往年少，个头也差了
许多。

回乡种植百香果 3 年多，丘春生去过台湾、广
西等地四处拜师，但他说自己直到现在还是处于摸
索阶段的“小学生”。说到近年越来越热的百香果种
植风潮，他意味深长地说：“果园再好看、参观的人
再多，都是赚眼球的，赚到真金白银才是硬道理。”

百香果成了小龙虾一样的“网红”

百香果最初走红是从福建、广东
等地的奶茶店开始的，年轻人对这种
不常见的酸甜口味果汁接受度很高。
之后关于百香果解酒、解油腻甚至能
减肥等说法开始流行

百香果又名西番莲，属于西番莲科，起源于南
美洲，为多年生常绿攀缘木质藤本植物。属热带、
亚热带水果，喜光，适应向阳及温暖的气候环境。
当年种可当年收，普遍采果期在半年以上。

在福建省水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施清的
记忆中，百香果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水果新品种。
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闽南漳州一带就从台湾引
种了百香果并小有规模，但因为茎基腐病流行、市
场发育不足等问题，这一产业逐渐沉寂。直到这两
三年，百香果重新迅速升温，各个产地种植面积扶
摇直上。

“百香果最初走红是从福建、广东等地的奶茶
店开始的，年轻人对这种不常见的酸甜口味果汁
接受度很高。之后关于百香果解酒、解油腻甚至能
减肥等说法开始流行，百香果成了像小龙虾一样
的‘网红’产品。”弘道经邦策划总监韩杰说。

弘道经邦是一家专注大农业及健康食品领域
的品牌策划公司，韩杰调研分析认为，百香果产业
的兴旺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以广西和福建为核
心的两大省级特色产业的崛起，加之奶茶店等零
售业对百香果的潜层次宣传，已逐步完成国内消
费者对百香果品类的认知教育。

二是消费升级的推力。百香果独特的酸甜口
感和当前便利的电商渠道，曾推动天猫单月 18 万
笔的销量；福建通过电商和微信平台交易的百香
果接近全省销量的 80%，这说明百香果消费需求
度高，复购率高，消费基础正在形成。

台湾南投县埔里百香果生产合作社负责人吴
记说，台湾百香果种植的历史超过 80 年，产地集
中在南投县埔里镇，约占全台湾 9000 亩种植面积
的八成，本岛鲜果销售常年很旺，迄今成为当地种

植业中收益最为稳定的水果种类。
看好大陆的土地空间和市场潜力，吴记目前

在福建的厦门、南平两地都辟有百香果种苗基地。
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自己 5 年前来到大陆
时，很多人对百香果一无所知，而现在自己的种苗
常常供不应求。

因为见效快、行情好，百香果成为不少地方推
动产业扶贫的新选项。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果生产
技术指导总站办公室主任陆小平介绍，广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种植百香果，规模非常小，近年
来，随着广西各地精准扶贫工作的展开，百香果成
了不少地区引进的脱贫产业。截至 2017 年底，广
西百香果种植面积为 29 . 99 万亩，产量达 24 . 63
万吨，产值约为 12 亿元。

在“百香果之乡”广西玉林北流市，2017 年种
植百香果的贫困户人均增收 2100 元至 3360 元，
全市有 19% 的贫困户通过种植百香果或入股百
香果产业实现了脱贫目标。

福建近年也把百香果列为重点培育的特色农
业新产业。2017年，福建百香果种植面积超过 15万
亩，产量 18万吨，产值突破 30亿元，均比 2016年增
长 2倍以上。今年各地的种植面积仍有增无减。

施清说，福建水热条件好、昼夜温差大，丘陵
地貌多，非常适合出产优质的百香果。和其他地方
相比，福建百香果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四高一特”，
即香气高、颜值高、营养价值高、可食率高、风味独
特。2017 年 9 月，福建百香果获得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保护范围覆盖福建全省。

为扩大福建百香果知名度，福建连续两年举
办专场推介活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现场为福
建百香果“代言”，“福山福水出福果”成为流行语。
福建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网络新媒
体开展宣传，提升百香果的网络话题热度。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福建百香果还
摆上了各国领导人的餐桌。

走在闽西龙岩市武平县的乡间道路上，不时
可以看到“少养猪多种果，要种就种百香果”的标
语。这个曾经为污染所苦的生猪养殖重镇，把百香
果作为养殖户转业转产的新出路。伴随生猪养殖
的大量减产，当地百香果种植面积从 2016 年的
600 多亩发展到 2017 年的 3000 多亩，今年突破
了 1 万亩。

亩产 1500 斤以上的得满分，1001 斤至 1500
斤的扣 5 分，501 斤至 1000 斤的扣 10 分，500 斤
以下的不得分……在武平县民主乡的一片规划为
脱贫项目的百香果种植基地里，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看到了一块标注详细的种植户考核表。

民主乡副乡长赖宇垣说，百香果种植打理劳
动强度不大，收益稳定，很适合一些病残贫困户。
当地引入竞争机制，贫困户认领种植片区，由当地
农业公司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指导、产品回收等帮
扶，并对贫困户的日常生产进行量化考核。目前全
乡有 13 户贫困户参与了种植，户均 1 . 3 亩，按照
1500 斤的亩产算，每户每年有 6000 元至 9000 元
的收益，脱贫并不困难。

政策利好加上市场走俏，百香果激起了社会
资本和种植大户的热情。

说起自己投身百香果产业的开始，福建百香
果产销联盟理事长梁晓毅用了“误打误撞”四个字
来形容。2016 年种下第一片百香果时，他只是出
于为自身经营的驾校增加绿植考虑，没想到结果
后，2 元一个的价格，10 万斤果很快被驾校学员
一抢而空。

梁晓毅由此与百香果结缘，在福州市郊的闽
侯租种了 130 多亩的百香果，如今已发展成为集
研发、种植、采摘、销售于一体的生态体验基地。由
他任董事长的福建康达森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被列为“福建百香果产业龙头企业”，迄今
该公司在百香果产业上的投入已超过 2000 万元。

武平县中山镇三联村种植大户罗富兴告诉记
者，自己从事种植业 10 多年，种过脐橙、板栗、柚
子，但因为相同产品市场上太多，基本没赚到什么

钱。有感于县里的号召，他去年种了 23 亩百香果，
今年扩种到 54 亩。因为种苗和种植技术过硬，亩
产达到 5000 斤，中大果比例达 80%，上市期也比
别人提前了 10 多天，收购价达到每斤 8 元以上，
把之前 10 多年亏进去的钱都赚回来了。

“百搭果”成“致富果”并非易事

如果只看到眼前的鲜果火爆行情
而忽略产业链延伸，市场饱和又要面
临“卖难”问题；而目前百香果加工主
要以小果、次果原料为主，以果汁、果
脯的粗加工为主，以小工厂、小企业为
主，不利于整个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百香果市场走俏、产量
高涨的背后，形势也并非一片大好。

品种多杂、种苗混乱成为当前百香果种植的
一大弊端。吴记介绍，世界上百香果的品种有 400
多种，但大部分主要作为观赏用，可做商业化种植
适应性较好的并不多。台湾在上世纪 70 年代培育
出百香果品种“台农一号”。该品种个头大、甜度
高、产量高，到今天，台湾几乎全面种植这一品种。

福建省农业管理部门也把“良种先行”作为基
础性工作，筛选认定了适宜福建种植、品质优良、
产量稳定、抗性较强的“福建百香果 1 号”“福建百
香果 2 号”两个品种，作为主推品种在全省推广，
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约占三分之二。

种苗的问题更为突出。据广西贵港市平南县
农业管理部门介绍，当地百香果种植面积接近 2
万亩，但全县只有一家企业拥有种苗生产经营许
可证，种苗生产经营不够规范；同时，有些种苗生
产基地只是单纯卖苗无技术跟进，农户种植失败
的案例较多。

短短几年间，广西北流市百香果种植已发展
到 4 万多亩，但目前种苗 80% 以上为插枝苗，并
多是直接从生产果园剪枝插植来育苗，不经过杀
毒脱毒灭菌程序，因而苗木质量参差不齐。

福建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姚文辉说：
“如果种苗质量不解决，病毒苗满天飞，种得越多，
病害风险就越大，进而会伤害到整个百香果种植
行业。”

福建百香果产销联盟秘书长郭德祥认为，百
香果貌似易种易管，目前行情也不错，但从产业良
性发展角度来说，一些认识误区亟待廓清，不管是
种植户还是社会资本，盲目跟风和短视行为都会
付出“学费”和代价。

不顾气候和海拔条件跟风种植导致“只开花
不结果”、为了节省成本不愿“一年一种”导致病毒
流行、为了丰产搞密植和滥用化肥农药导致果品
下降、超常规扩大种植面积导致资金实力跟不
上……康达森绿龙岩分公司副总经理曹必勇向记
者细数自己见到过的百香果产业发展之“坑”。

曹必勇说，百香果俗称“鸡蛋果”，鸡蛋一样的
果形和特性，说明保护它的“金贵”，百香果要成为
“摇钱树”和“致富果”并不是轻松的事，涉及种苗、
种植、品控、采摘、分拣、物流、销售等多个环节，任
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影响收益。

“不愁没果，就怕没好果！”曹必勇向记者举了
两个例证，一是现在福建百香果平均亩产在 2000
斤左右，但真正种得好的，亩产可以超过 6000 斤，
种植水平不同，大中果率可能也相差一倍；二是从
销售来看，如果是好果，一斤 10 元收 15 元卖，不
愁卖也不愁赚不到钱；如果是次果，一斤 3 元收 4
元卖，卖得越多亏得越惨。

福建龙岩莲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事冷冻百香果汁生产的加工企业，年产果汁
300 万吨，消耗百香果原材料 1000 吨，公司负责
人郑振江说，目前百香果处于“爆发期”，但从长远
来看，供不应求不是常态，必须通过发展深加工延

长产业链，平衡整个产业的供需关系，有了加工
保障，就能有效降低种植风险，农民种的果至少
不会白烂在田里。

据了解，目前福建龙岩市百香果种植面积
接近 7 万亩，但加工企业只有 5家，且规模都偏
小；广西平南县百香果年产量约 6000 吨，但基
本上没有深加工。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只看到眼前的鲜果
火爆行情而忽略产业链延伸，市场饱和又要面临
“卖难”问题；而目前百香果加工主要以小果、次
果原料为主，以果汁、果脯的粗加工为主，以小工
厂、小企业为主，不利于整个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梁晓毅认为，百香果是名副其实的“百搭
果”，除了果汁和果脯加工，还能做成果醋、果
酒、果酱，还可以和牛奶、饮料、蛋糕、面包、巧克
力等搭配，目前已经有相关产品上市，下一步要
做的是完善加工工艺，做大规模和品牌。如果发
展得好，百香果深加工将是一片“蓝海”，完全可
以在市场上打造出百香果类的“爆款”产品。

梁晓毅说，现在百香果产业属于“脸很大、
腿不快”的阶段，名声在外，市场受宠，需求量
大，但优质产能供应不足，各地果品质量良莠不
齐、价格相差很大，种植规范和品质标准都有待
加强。

北流市一位多年从事百香果销售的电商负
责人吴萍告诉记者，她们网店通过自有种植基
地和与周边村民进行合作，全年都可以销售百
香果。但是目前电商竞争非常激烈，互打价格战
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造成电商收益下降，进而
影响到农民的利益。

吴萍表示，由于电商销售的百香果品质不
一，当地行业内缺乏统一的质量评级标准，造成
百香果销售市场鱼龙混杂，长此以往必然影响
外地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进而也会影响到广西
百香果的整体声誉。

韩杰认为，在当前“南果北输”的趋势和年
轻群体消费升级的背景下，百香果的市场空间
还有很大潜力。比如，目前在上海、杭州等水果
消费主力市场上，百香果的知名度和销售占比
并不高。同时随着产量上升，百香果在产地、品
牌和营销渠道上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3 到 5
年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口碑和市场分化。

如何避免“一路货”“一阵风”覆辙

过去发展农业有个误区，就是
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做大做
强”。特色农业要在“特”字上下功夫，
不要盲目扩张面积和产量，而要“少
而精”“精而强”，靠品质和特色取胜

交了 3 年的“学费”，丘春生通过百香果对
现代农业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觉得年轻人搞
农业很‘酷’，现在觉得真是‘苦’；以前觉得种植技
术可以学，现在发现土地才是最好的老师。”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政府要引导、扶持，但
不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福建省农业厅副厅
长陈明旺说，福建农业管理部门对百香果种植
不做计划、不下指标，每年 1000 万元的专项扶
持资金，都用于当前最急迫的标准化种植示范
和种苗基地建设上，起到“酵母”而不是“胡椒
面”的作用。各地种多少、怎么卖、如何扩大收
益，政府不过多干预，让企业去市场上冲锋陷
阵，带动整个产业火起来、活起来。

“特色农业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农业生产上的
综合反映。不可替代和复制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说，过去发展农业有
个误区，就是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做大做
强”，盲目复制，结果产量上去了，品质下来了，导
致产品过剩、环境超载、谷贱伤农等惨痛教训。

朱启臻认为，特色农业要在“特”字上下功
夫，不是要盲目扩张面积和产量，而是要“少而
精”“精而强”，靠品质和特色取胜。具体到百香
果产业，各产地要突出自己的环境特色、物种
资源特色和气候特色，不要重蹈“一路货”“一
阵风”的覆辙。

福建百香果产业发展在 2017 年出现了两
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把全省范围纳入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二是成立了由龙头企业引领
的福建百香果产销联盟。

郭德祥说，这两个事件体现了福建百香果
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和努力，即改善小农经济
模式下的技术与信息封闭，捏合种苗、种植、销
售、加工、推介等各方力量，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把产地优势变成市场优势、品牌优势。

据介绍，福建百香果产销联盟把全省主要
的百香果企业、种植大户都联结在了一起，形成
了“产销联盟+公司+协会+农户”的发展格局，共
享产品品质管理、专家服务体系、品牌文化建
设、互联网电商数据舆情等，实现“抱团发展”。

“抱团”扩大了福建百香果产地的话语权，
也赢得了电商巨头的关注。今年 6 月，福建百香
果产销联盟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着重打
造“长汀县百香果精准扶贫项目”和“武平百香
果出海项目”，其中阿里巴巴支持革命老区县长
汀百香果产业 10 个亿的“现金+流量”；武平百
香果出海项目计划投资 2150 万元，新增产量
5000 吨，拓展福建百香果的海外市场。

“不管是贫困户、种植大户还是农业公司，
最终都要实现有钱赚。”曹必勇说，从福建百香
果目前发展阶段看，得益于政策、行业、金融等
方面的扶持以及上升行情，小户种植的收益比
较平稳；有技术的种植大户收益可观；而龙头企
业在收储、设备、管理、运营等各方面需要大资
金投入，还需要“苦撑”一段时间。

受访的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类似百
香果这样的新兴农业产业要实现长期健康发
展，一个关键因素是要理顺小户、大户、小企业、
大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各方占有的资源
和优势不同，获益预期也不同，比如说掌握产量
和渠道优势的企业对果农实行“保护价”、适当
让利，有助于保护果农积极性和整个产业做优
做强，长远来看是互利共赢的关系。

“一个产业要做起来，关键还是要靠人、靠
人才。”郭德祥说，可喜的是目前越来越多年轻
人投身百香果产业，比如武平黄金百香果协会
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 35 岁，很多是有大学学历
的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互联
网+农业”趋势适应性较强，有利于产业带动和
提升。

“85 后”的武平姑娘王秀珍是当地百香果
协会的负责人，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福州等地闯
荡多年，2013 年返乡创业，她说自己对百香果
是“全情投入”：每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往乡下和
田间地头跑；每天都要在 20 多个百香果微信群
里浏览信息并忙着网上接单。

“我们武平森林覆盖率接近 80%，百香果
是泡着氧吧长大的，品质非常好，价格、销路都
不成问题。”王秀珍说，她现在的公司百香果的
年销售额已突破百万元，同时结对帮扶了 10 多
名贫困种植户。

因为见效快、行情好，百香果成为

不少地方推动产业扶贫的新选项。但业

内人士提醒，百香果貌似易种易管，仍

需廓清一些认识误区，不管是种植户还

是社会资本，都会因盲目跟风和短视行

为付出“学费”。如今百香果正处于“爆

发期”，但供不应求不是常态，必须通过

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平衡整个产业

的供需关系，有了加工保障，就能有效

降低种植风险，农民种的果至少不会白

烂在田里

图 1：武平县返乡创业大学生王秀珍
(右)与合作种植的果农一起查看百香果的
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郭圻摄)

图 2：闽西武平县百香果冷链分拣中
心，工人们忙着对百香果进行分拣包装。

(王发祥摄)

图 3：分拣好的“网红产品”百香果经
由冷链分拣中心送往全国各地。

(王发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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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像小龙虾一样走红虽然“赚眼球”，但一哄而上必然遭遇“卖难”，成为“致富果”并非易事

一杯奶茶带火百香果，“网红”离“产业红”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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