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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慧膑 记者
林志猛）大自然的馈赠，让三亚不仅拥
有碧海蓝天、椰风海韵的自然资源，丰
富的热带水果资源也是三亚备受瞩目
的元素之一。拥有近 38 万亩种植面
积、年产量达 65 万吨、年产值近 50 亿
元的三亚芒果更是以新的姿态展示在
世人面前，如何打好这张国际芒果品
牌？在 3 月 21 日三亚国际芒果产业大
会上，来自国内外著名专家就自身的
经验以及结合三亚的特点，以芒果为
切入点，深入交流，碰撞出新的思想火
花，为三亚芒果未来发展指点迷津。

提升品牌价值
脚步不能停

三亚芒果的种植面积近 38 万亩，
占海南省芒果种植面积的 54%，占全
国芒果种植面积的 14.6%，年产值近 50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三亚芒果的优

势不仅仅体现在产量上，更体现在质
量上。近年来，三亚芒果被认定为国
家地理标志商标、海南省著名商标及
海南名牌农产品，无可厚非地成为三
亚热带高效农业的龙头产业。2018 三
亚国际芒果产业大会暨热带水果产业
博览会作为海南省首次国际芒果产业
大会，将为三亚提供又一国际化的平
台，进一步促进三亚与国内外芒果产
业的交流合作，推动三亚芒果产业提
质增效，对提升三亚芒果品牌价值和
城市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每年吃掉 2 万多亿斤的水果，可
水果消费品牌为什么是个位数？”北京
世纪尚域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成林首先道出了中国水果品牌发展面
临的瓶颈。他深入分析中国水果市场
的 3 个反常现象，“当前正规的水果企
业太少，而专注水果的企业更少。”他
认为，三亚必须扶持本地的龙头企业
品牌。“最初一公里是品牌支撑，最后
一公里是品牌的体现，而品牌则要确

保品种、品质、品味三大要素。”郭成林
认为，三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
走国际品牌这条道上，研发的脚步不
能停。

分享最新技术
促芒果产业提质增效

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三亚芒果
难以复制的好品质。一项调研发现，
三亚芒果的糖度在 18 度左右，而三亚
地处北纬 18°，以数字“18”为集合点，
将三亚的地理纬度和优质三亚芒果的
糖度，打造三亚特色的芒果品牌。在
过去的几年，三亚芒果协会一直致力
于推动三亚芒果品牌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为三亚芒果品牌树立贡献了很
多力量。三亚芒果协会会长彭时顿就
三亚芒果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品种优
势等 6 个发展优势，分析三亚芒果的
前景。他认为，未来三亚芒果发展将

走向生态系统化、标准规范化、品牌特
识化和渠道国际化。

“可以干着吃的鲜水果，轻的是重
量、重的是营养，浓缩的是精华。”当优
质的水果被销往世界各地之时，果农、
经销商的收益是可喜的。三亚的芒果
产业市值将近 50 亿元人民币，在既有
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质增效，提
高三亚芒果产业的价值，是很多人关
心的问题。水果深加工作为提质增效
的有效途径，也备受关注。黑龙江神
守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宁就芒果深
加工分享了芒果最新的干鲜果技术，
为三亚芒果深加工提供了又一个新的
发展方向。会上，来自国内的专家还
就热带水果的保鲜、催熟技术、采后处
理、产销与对接渠道、消费市场等方面
进行深入交流。站在通往国际化的通
风口，走国际化品牌对于三亚芒果而
言是必然的。近年来，三亚芒果品牌
和产品有力地敲开全国消费市场的大
门，在众多热带水果中拔得头筹。

国内外专家三亚把脉芒果产业
共探热带水果发展之道

春花迎风绽放，三亚芒果飘香。3
月 21 日，2018 三亚国际芒果产业大
会暨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在美丽三
亚开幕，来自国内外的 80 多家企业
携带热带水果亮相，一场集世界各地
的热带水果盛宴吸引市民游客眼球。

当天上午，三亚芒果、火龙果、
莲 雾 等 热 带 水 果 在 展 馆 亮 相 。 同
时，本地产深加工的优质农产品也
不少，如知名的永兴荔枝干、芒果干
等博人眼球。牛奶莲雾这一在独特
土壤生长的水果，更是引来众多中
外客商的关注。不少市民拿起手机
拍照留念，发朋友圈与亲朋好友共
同分享盛大的热带水果盛宴。

三亚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除
了芒果等生鲜水果，芒果干、香蕉干
等衍生产品也备受欢迎。“禁止任何
添加、禁止营养破坏、禁止改变水果
原味。”在禁果展台，利用生物可逆
干燥技术加工的芒果干鲜果吸引不
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细胞固化生物可逆干燥技
术是国内首创的先进技术，低成本
高品质，完全不需要添加剂和防腐
剂，能够保持较高的保鲜度，让营养
不流失，覆水强还原。

“今天收获还是蛮大的，已经有
湖南、南京、武汉等地的采购商预订
我们的芒果了。”三亚东丹河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黄河说，此
次 参 加 博 览 会 是 为 了 寻 找 合 作 机
会，现在已经有多家企业准备合作，
商品供不应求。

来自广西振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销售总监李宁不远千里来到三
亚参展。“广西的热带水果种植面积
广阔，销售市场也十分可观，这次来
主要是瞄准了三亚的芒果市场。”李
宁告诉三亚日报记者，三亚芒果与
广 西 的 热 带 水 果 上 市 时 间 正 好 错
开，引进三亚芒果，正好填补广西水
果市场的空白。在博览会上，李宁
和展商交换联系方式，并已经找到
意向的合作商，这场跨海的旅途，李
宁收获颇丰。

现场，不少企业也前来寻找商
机，海南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电商部经理檀笑告诉记者，大家
纷纷抢购他们带来的哈密瓜、木瓜
等产品。“通过此次博览会，寻找更
多的合作商机。”

“虽然知道海南有很多种热带
水果，但在三亚见到这么多品种的
热带水果集中亮相还是第一次。”当
天，来自吉林的周阿姨在展馆内品
尝三亚贵妃芒果后惊呼。她告诉记
者，每个展馆都摆放试吃的产品，既
饱眼福又饱口福，让我们感受到一
场热带水果的视觉盛宴。

热带水果盛宴
引来商机无限
见习记者 张慧膑 本报记者林志猛

一 缕 阳 光 ，一
丝甜蜜。北纬十八
度 阳 光 的 普 照 ，甜
蜜与浪漫充盈着肥
沃 的 土 地 ，而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一 种 甜
蜜 正 在 凝 结 ，带 着
浪漫和甜蜜的三亚
芒果在每年的二月
到 六 月 闪 亮 登 场 ，
金黄的芒果承载着
果农的喜悦飘向千
家万户。3 月 21 日，
2018 三亚国际芒果
产业大会暨热带水
果产业博览会再次
奏响了三亚芒果产业强音。以芒果
为媒的这场热带水果盛宴，将给三
亚芒果产业带来怎样的机遇？三亚
如何抓好这一平台，让三亚芒果种
得好，卖得更好？

三亚市芒果协会会长彭时顿在
接受三亚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
三亚主要农作物之一，芒果是三亚
农 产 品 的“ 龙 头 老 大 ”。 据 统 计 ，
2017 年三亚全市芒果种植面积近 38
万亩，占海南省种植面积的 54%，占
全国种植面积的 14.6%，涉及 1.52 万
种植农户，年产值近 50 亿元。

“在三亚芒果声名远播的同时，
与芒果相关的企业也在三亚遍地开
花，芒果逐渐打开了一条旅游经济
之外的道路，从芒果的包装、运输，
到加工、生产，芒果飘香，金灿灿的
果实为碧海蓝天的三亚增添了一抹
亮色。”彭时顿说。

彭时顿认为，2018 三亚国际芒
果产业大会暨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
的举行对于三亚芒果品牌的宣传起
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提升了三亚芒
果品牌的知名度。其次，全国乃至
世界的芒果专家、企业的到来，让三
亚种植企业有机会学习先进的生产
技术和经验。与此同时，拓宽了三
亚芒果的销售渠道，增加与其他销
售平台的密切交流和资源共享，通
过开展参观果园基地等活动，让客
商真实地感受到三亚芒果的生长环
境等系列优势。

三亚国际芒果产业博览会对于
三亚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何
利用好这个平台？彭时顿直言，三
亚是著名的旅游城市，于三亚芒果
来说，也是一个优势。随着农旅和

共享农庄的发展，这一优势更加明
显。未来，三亚将利用好生物技术
和生态机能进行果园的综合管理，
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公园式
的芒果产业基地，让游客随时参观
游玩，增强体验感。

彭时顿说，随着三亚芒果品牌
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国内大的销售
渠道将对接到三亚芒果，只有不断
地提升三亚芒果的组织化标准化程
度，才能衔接得上更大的销售平台
和渠道。未来，三亚芒果协会将制
定新的标准规范化，为三亚芒果开
辟新的销售渠道。

作为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三
亚的品牌效应逐年上升，而作为热
带水果之王，三亚芒果深受人们喜
爱，这也为三亚芒果品牌化道路奠
定良好的基础。“随着三亚芒果标准
化程度和品牌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三亚芒果国际化品牌将走向正轨。
国际市场的销售，也将促使三亚芒
果标准化和品牌化的提升。”彭时顿
说。

面对外界的一致好评，彭时顿
则 表 示 ，目 前 三 亚 芒 果 的 机 械 化 、
标准化水平不高，要树立三亚芒果
生产及销售产业的龙头企业，目前
种植以中小型企业以及家庭种植规
模为主，未来要通过提高标准化和
品 牌 化 ，加 大 发 展 物 流 等 龙 头 企
业 ，建 立 统 一 、标 准 规 范 的 生 产 模
式和销售模式。同时，积极开展芒
果生产技术培训，努力推进标准化
生 产 ，努 力 推 进 芒 果 产 业 化 、生 态
化、标准化、品牌化，提高三亚芒果
产业整体水平，让三亚芒果卖得更
好。

三亚市芒果协会会长彭时顿：

提高芒果标准化规范化
让三亚芒果产量高销量好

见习记者 张慧膑 本报记者 林志猛

3 月 21 日上午，
热带水果产业博览
会 展 厅 三 亚 展 台 ，
不少嘉宾用手机拍
摄三亚芒果。

本报记者 袁永
东 摄 彭时顿（左一）在芒果基地向客商介绍三亚芒

果的种植情况。 本报记者 林志猛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慧膑 记
者 林志猛）三月春意正浓，三亚这
座滨海旅游城市暖意融融。3 月 21
日 上 午 ，在 红 树 林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
2018 三亚国际芒果产业大会暨热带
水果产业博览会迎着春天的脚步拉
开帷幕。海南省农业厅党组成员、
总 畜 牧 师 李 万 有 ，三 亚 市 委 常 委 、
市委农工委主任陈小亚，三亚市政
协副主席黄志强等领导以及来自国
内 外 的 芒 果 专 家 、客 商 欢 聚 一 堂 ，
以芒果为媒，共同探讨热带水果产
业 交 流 合 作 ，谋 求 合 作 共 赢 ，共 商
热带水果产业发展大计。

地处北纬 18 度的三亚，全年阳
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常青，生态
环 境 全 国 领 先 ，十 分 适 合 芒 果 生
长，被称为“中国芒果之乡”。三亚
芒果质量好、品质佳、上市早，被称
为“新春第一芒”。目前，三亚芒果
种植面积近 38 万亩，育有澳芒、贵
妃等 10 多个品种，年产量 65 万吨，
产值近 50 亿元，种植面积及产值均
超 过 全 省 一 半 ，产 品 已 直 销 全 国
100 多 个 城 市 和 市 场 ，并 远 销 加 拿
大、新加坡、俄罗斯等海外市场，深
受消费者喜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亚大力扶
持发展以三亚芒果为标志的热带特
色 高 效 农 业 ，构 建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
推动全市热带高效农业品种结构不
断优化，品牌形象大幅提升。特别
是 三 亚 芒 果 ，已 先 后 荣 获“ 国 家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商 标 ”“ 海 南 省 著 名
商 标 ”等 荣 誉 ，成 为 海 南 热 带 特 色
高效农业一张“靓丽名片”。当前，
三亚已形成以三亚芒果为龙头，火
龙 果 、莲 雾 、百 香 果 等 热 带 水 果 为
补充的热带水果产业体系，年产量
达 67 万吨。

三 亚 如 何 借 力 国 际 芒 果 产 业
大 会 打 造 三 亚 芒 果 品 牌 ？ 陈 小 亚
说，此次博览会以推动水果产业提
质增效为目的，着力推进国内外水
果 产 业 交 流 合 作 ，融 水 果 展 览 、交
易，项目合作、洽谈，经验交流、学
习 等 活 动 于 一 体 ，突 出 市 场 、品 牌

化 两 个 因 素 ，着 眼 畅 通 产 销 渠 道 ，
引 进 先 进 理 念 ，促 进 合 作 共 赢 ，打
造三亚、海南热带水果与国内外水
果交易、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同
时，将进一步拓宽以三亚芒果为代
表的热带水果品牌价值成长空间，
推动农产品“走出去”，更好地促进
三亚乃至海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优 化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助 力 农 产
品增效和农民增收，为三亚建设世
界级滨海旅游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李万有在开幕会上致辞说，近
年 来 ，海 南 从 扶 持 政 策 、产 业 标 准
化 、产 业 发 展 方 式 等 多 方 面 下 力
气 ，做 大 做 强 热 带 特 色 农 业 这 张

“王牌”，特别是通过大力发展名、
优、特、新、稀水果生产，打造了三

亚 芒 果 、琼 中 绿 橙 、澄 迈 荔 枝 等 品
牌 ，有 力 推 动 水 果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
海南已成为全国人民热带水果的优
质“果盘子”。

李万有认为，借助三亚国际芒
果产业大会暨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
这一平台，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海
南 水 果 产 业 ，促 进 相 互 交 流 合 作 ，
寻求互利共赢发展。同时为海南热
带水果产业发展传授经验、出谋划
策，不断拓宽以三亚芒果为代表的
海南热带水果价值成长空间，促进
海 南 热 带 水 果 产 业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实现产、销、用互利共赢，助力
建设美好新海南。

“成熟早、外观美、品质优”，龙
头企业联盟会会长郑南燊在致辞中
将三亚芒果的特点向与会人员一一

道来。作为水果行业的排头兵，郑
南燊深刻感受到随着国内采后分选
与冷链物技术发展后，热带水果的
崛起。他坚信，三亚芒果作为未来
具 有 很 大 发 展 前 景 的 水 果 品 类 之
一，正在逐步完善自己的品牌形象
打造、市场渠道建设与消费者意识
培养。

开幕式上，李万有、陈小亚、郑
南燊等人共同触发启动球，拉开三
亚芒果走向国际的帷幕。

据 了 解 ，本 届 大 会 将 持 续 至 3
月 23 日，期间将举办热带水果产业
博 览 会 、国 际 热 带 水 果 产 业 峰 会 、
芒果社群营销会、国际热带水果产
销对接签约仪式等系列活动，并将
组织参会人员深入三亚芒果生产基
地参观，举办产销对接会。

探讨交流合作共赢 共商产业发展大计

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月 21 日上午，2018 三亚国际芒果产业大会暨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展厅，前来参观的
嘉宾和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2018三亚 开幕国际芒果产业大会
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

一名嘉宾正在品尝云南有机绿色晚熟芒果汁。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