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好“四张牌”

从化开辟荔枝高质量发展广阔空间

7 月下旬，从化荔枝采摘已进入尾声。今年我区荔枝产量约为 6 万吨，截至 7 月 15 日，

我区荔枝总体销售（包括定制预订）约 90%，约 5.5 万吨。

荔枝是我区最大宗地方特色水果，我区在产业、市场、科技、文化四个维度进行积极探

索，优化荔枝品种，科技赋予荔枝种植，讲好从化荔枝故事，尤其在销售方面，持续推进和

固化“荔枝定制”模式，发力直播电商，实现了荔枝销售“从最迟熟到最早定”“从论斤卖

到论棵、论片定制”“从树上到线上销售”，跑到了全省荔枝营销的前列。

在着力打造下，今年我区荔枝价格相比大年 2018 年有所提升。主要品种槐枝（占约 2/3）

田头价 3-4 元/斤，高于 2018 年的 1 元/斤左右；井岗红糯田头价 10-13 元/斤，高于 2018 年

的 5 元/斤左右。

■打好“产业牌”

荔枝成乡村振兴重要落脚点

荔枝产业兴旺是我区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的重要落脚点。目前，全区有 9 万多名荔枝果

农和 200 多家从事荔枝生产经营的各类企业。我区在荔枝产业结构上进行优化，重点打造 8

条“一村一品”荔枝专业村，我区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拥有荔枝相关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2 个、专利 18 个。同时，我区着力推进荔枝标准化生产和高端深加工，注重荔枝

市场体系建设，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培养过硬的营销队伍，拓宽荔枝流通渠道，与国内外优

质采购商合作，线上线下同步推广，打造从化荔枝品牌。我区成立了定制产业联盟，建立从

化荔枝采购商服务团队，逐步完善从化荔枝市场体系，实现荔枝产销有效对接。

在荔枝销售上，我区开展了“生态从化，美荔定制”系列活动，化“最迟熟”为“最早

定”，提早布局荔枝销售战役。创新营销手段，将销售模式向移动互联网延伸，运用创新思

维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策划选取优质片区荔枝树划定专属定制区域，以棵为单位进

行订购定制。4 月初推出首批 1000 棵荔枝树，仅在 1 小时内就被全部预订。今年已定制荔

枝树 11037 棵，订单金额达 771 万元。同时，成立“从化美荔定制”联盟，线上线下同步接

受荔枝预定，设置“定树”“定量”“定果+精品游”等多种套餐，配套提供线上观察、实地

种养体验、林间采摘等个性化服务，促使荔枝销售从“多级转销”向“果园直供”升级，实

现大年不愁卖、小年仍增收。发展并完善城市合伙人模式，通过多种方式引进来、走出去，

开展经贸洽谈和文旅合作，“抢闸”国内 20 多个主要城市市场，优化拓宽荔枝销售渠道，促

进荔枝销往全国。加大联盟与顺丰、京东等物流快递公司合作力度，做大物流单量，降低物

流成本。

在农旅融合发展方面，我区大力发展以荔枝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深度整合特色小镇、农

业公园、古村落古驿道等资源，开辟“流溪桂味”线、“温泉双壳槐枝”线等 10 多条旅游线

路，串联沿线吃、住、游、乐、购等旅游网红“打卡点”，引入各大旅行社、汽车团等资源

带动消费，以“小切口”带动农业产业“大变化”。

■打好“市场牌”

让从化荔枝走向各地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农产品的销售受到了很大影响。对此，我区打好“市场牌”，

让从化荔枝卖得更好，卖出更高价。

直播带货是电商发展的又一新模式。我区将直播新业态引入荔枝营销，今年 4—7 月，

我区紧抓广州打造全国直播电商之都机遇，构建“1+2+N”直播平台，推出“荔枝+直播”

系列营销行动，打响了广东荔枝营销第一枪，组织“云赏荔枝花海”“四长直播”“区长带货”

“美荔助农，邮我出力！我为从化卖荔枝”等直播专场活动，交易额达 586.2 万元。借力淘

宝头部主播薇娅在淘宝直播间为从化荔枝蜜直播带货，2 分钟内卖出 12000 瓶，直播活动使

从化荔枝持续广受关注。我区还积极与京东、拼多多、顺丰、苏宁等电商平台对接，订立购

销协议，通过网上平台、商城进行线上销售；加大与盒马鲜生、钱大妈、卜蜂莲花等大型连

锁商超合作力度，线下走货；发挥广东环境权益交易所广东特质农产品交易平台的作用，推

进荔枝产品上平台电子交易交割。预计 2020 年网销占比 35%，比 2018 年网销占比提高 10%。

将从化荔枝送出国门是我区荔枝销售的又一主要模式。我区加大荔枝出口力度，培育出

口型荔枝基地和出口型经营主体，将槐枝品种改良为保鲜期长、适宜出口的井岗红糯等主栽

品种，完善出口水果溯源体系，确保加工出口荔枝注册包装厂的预冷处理系统、冷库等相关

设施有效运行，加强与海关对接，做好出口荔枝的检疫和安全风险监控工作，开通农产品出

口“绿色通道”，压缩通关时间，最大限度保障荔枝新鲜度，推动从化荔枝走向世界。今年，

荔枝出口量达 1500 吨，出口创汇 350 万美元，产品远销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打好“科技牌”

为荔枝种植保鲜保驾护航

在刚过去的 6 月，从化荔枝产业研究院在荔博园授牌，为从化乃至广东省荔枝产业的健

康发展招才引智，持续促进荔枝产业融合发展。

有了专业人才这盏“指明灯”，我区积极开展荔枝新优品种育繁推一体化工作，实施优

质品种高接换种。目前，全区共有荔枝品种 116 个。建设起“5G+智慧荔枝”大数据平台以

及省级生物预警和气象监测中心，推动荔枝种植管理数字化、科学化、绿色化。依托 15 座

田头冷库、50 个荔枝物流揽收点、5 个核心产区集中揽收大点，实现荔枝“24 小时从枝头

到舌尖”高效供应，推动荔枝上行持续火爆。

荔枝是季节性产品，保鲜期短，要增加荔枝的附加值，就要延伸荔枝加工产业链。目前，

我区有华隆、佳荔、顺昌源等荔枝加工企业和合作社 30 多家，引导开发了荔枝多酚、干白

荔枝酒、荔枝调味品等一批产品，全区荔枝加工年产能达 1.5 万吨，加工率 35%以上，在全

省领先。通过林下经济提升荔枝第一产业综合产能，探索“一树三采”种植模式，树下利用

荔枝叶堆肥种植鸡枞菌，树上运用与荔枝树共生技术栽培石斛，每亩荔枝林实现增收 11.2

万元。同时，鼓励荔枝加工技术研发并推动入选国家、省级科技进步奖，助力从化荔枝蜜等

产品成功斩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及省重点新产品、名牌产品等多个荣誉称号，打造全省

规模最大的荔枝加工产业链条。

院校里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区加强与院校的技术合作，与华农大、国家荔枝龙眼产业

技术体系、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荔枝优新品种改良、克服荔枝大小年关键技

术、延迟荔枝成熟期关键技术、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保鲜技术、营养开发与功能产品开发等

荔枝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研发工作。目前，我区重点将槐枝品种改良为井岗红糯等主栽品种，

改良面积已达 3.5 万亩，通过高接换种后三年挂果，第五年进入丰产期，亩产效益可达到

20000 元以上，较槐枝品种增收 15000 元/亩以上，带动农户 10000 户以上，农户户年均增

收 30000 元。荔枝高接换种改良品种技术于 2019 年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打好“文化牌”

更好发挥从化荔枝效益

有好的品种和好的技术，在山清水秀的从化种植出了高品质荔枝。如何更好发挥从化荔

枝的效益？今年，我区着力打好荔枝“文化牌”，通过举办系列宣传活动、讲好从化荔枝故

事、建成荔枝文化博览园等方式，让从化荔枝经济效益更加凸显。

今年，我区紧跟 2020 广东荔枝“12221”市场营销暨广东国际网络荔枝节系列活动脚

步，除了与南方农村报、广州邮政、南方都市报等合作推出直播类活动外，还参加广东荔枝

520 系列上飞机、上高铁、上屏、上广州塔等营销活动，亮相“广东荔枝”高铁专列，在广

东 10 大城市、美国纽约、日本东京商圈以及哈尔滨等国内多个大城市亮屏。自 6 月 24 日起

亮相上海地铁陆家嘴、人民广场、徐家汇等 10 个人群密集站点，以及广州地铁珠江新城、

体育西路、五山、洛溪等人流密集主要站点。今年还通过央视等各大媒体宣传报道从化荔枝

共 1500 多篇/次，充分宣传展示北回归线上的明珠——从化。

6 月 29 日，从化荔枝文化博览园开园。新建成的荔博园占地面积约 300 亩，以荔枝文

化为主题，科技创新为核心，建设培训教育科普推广中心、荔枝文创和产品交易中心，建设

荔枝文化科普园、荔枝科技长廊，建成优质水果生产种植体验、荔枝文化旅游、特色产品销

售平台、庄园式度假果园为一体的农业生态园，打造荔枝文化品牌。

7 月 11 日，在太平镇第一届荔枝皇拍卖会上，一份从 476 年树龄的荔枝皇古树采摘的

精品荔枝拍出 20 万元的高价，敲下了荔枝皇文化品牌的重锤。我区以位于太平镇木棉村这

株明朝中叶种植、树龄达 476 年的荔枝皇果树为重点，在“荔枝皇”周边开辟一片规模为

2000 棵的优质荔枝林，与孝行牌坊、龟咀古圩市、古码头、五岳殿等文化元素整合，打造

成荔枝皇文化公园。

此外，我区积极提升从化荔枝品牌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编写《从化荔枝产业发展白皮

书》，开展“井岗红糯”擂台赛；策划从化荔枝整体Ⅵ设计包装，举办“最好的荔枝送给最

可爱的人”等文化、公益、科普活动，建成以杨朔《荔枝蜜》散文为主题的荔枝蜜公园，以

“荔”叙情展现岭南荔乡无限魅力，在“荔枝+公益+文化+旅游”层面做好荔枝文章、讲好

荔枝故事，唱响从化荔枝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