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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靠着独特风味和口感，榴莲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由于多数品质较好的榴莲都依赖进口，其价格
也居高不下。但今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国产榴莲将
大规模上市。

三亚榴莲成功挂果

近日，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基地种植的1400亩榴
莲已挂上幼果，将于今年6月份成熟上市，预计产量可
达3500斤/亩，每亩产值在10万元以上。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三亚在4年前引进了榴
莲品种，经过多年培育、驯化后的榴莲品种于今年开始
规模结果。目前，三亚各区共种植了1万余亩榴莲，已
陆续挂果，未来将有更多的三亚榴莲走入市场。

“以往国内主要依靠进口东南亚地区的冷冻榴莲，
在口感和糖度上都会打折扣。”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表示，在三亚出产的榴莲不仅糖度较高，还在时间上
有着先天优势，可以用生鲜的方式进入市场，很好地满
足国内市场对新鲜榴莲的需求。“再过一两年，我们的
榴莲就进入盛果期，我们还准备用3到5年时间，打造
5万亩的榴莲产业园，预计增加50亿元产值。”

网友期待“榴莲自由”

之前，中国几乎不产榴莲，但却是榴莲消费大国。
经验来看，每年3—6月，在国内水果还没大批上市的
空档，榴莲就是各大商超、批发、电商等各种渠道拉动
流量、提高客单价的水果流量密码。

目前，我国销售的大量榴莲鲜果进口于泰国。从
2022年的数据来看，榴莲进口总量为82.5万吨，价值
40.3亿美元。其中78万吨来自泰国。当年7月，越南
鲜果榴莲开始正式准入中国市场，2023年1月，海关总
署开始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菲律宾鲜食榴莲进口。

2019年后，中国进口的新鲜榴莲便在数量上超过
车厘子，成为“进口水果之王”。与此同时，榴莲也是进
口水果中毛利率最高的单品。

按照以往的经验，价格昂贵的水果一旦国产化，就意
味着价格大幅度降低，比如去年夏天的阳光玫瑰葡萄，堪
称卖出“白菜价”。对于国产榴莲即将上市的消息，网友
们很期待：“‘榴莲自由’来了，距离10元3斤不远了。”

国产榴莲为何不难种了？

海南省首批榴莲种植基地、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
基地负责人杜百忠介绍，海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引
进榴莲种植，但限于种植技术，坊间流传着“海南种榴
莲是跟风炒作，榴莲不开花不结果”的说法。

2020年，杜百忠开始规模种植榴莲。由于海南规
模种植榴莲毫无参考经验，起初，榴莲苗的成活率仅为
60%。为了解决存活问题，种植基地一方面控制水肥
管理、进行病虫害监测，还邀请东南亚榴莲种植专家定
期指导。

另一方面，在海南省农科院等科研支持下，基地完成
了榴莲嫁接、种植管理、数据采集等。比如榴莲属木棉科，
根须需水肥量都要有精准定位，才有望实现标准化生产。

经过努力，榴莲幼苗存活率达98%。“能存活，便能
让它开花结果。”杜百忠尝到香甜的榴莲后认为，与东
南亚粗放种植榴莲相比，海南榴莲管理肥水一体化，定
时给水给肥，品质更具有优势。 （本报综合）

本报讯 虽然距离传统的吃虾
旺季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但现
在想要周末在北京簋街上的胡大饭
馆吃上一顿小龙虾，至少要排队1
个多小时。

据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
国水产学会、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联合编写的《中国小龙虾产业
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
国的小龙虾产业总产值为4221.95
亿元，同比增长22.43%。2021年，
小龙虾加工量约85万吨，从2021年
开始，在相关政策、项目、资金引导
和带动下，小龙虾产业集群建设和
全产业链迅速发展，2021年全国小
龙虾规模以上加工企业达到162
家，新增约30家。

产业链快速发展。作为簋街的
“招牌”，胡大饭馆日售小龙虾最高可
达到8万只。在一盘盘端上顾客餐
桌的“麻小”背后，反映的是小龙虾产
业蓬勃发展、养殖面积和产量增长、
养殖模式创新，以及餐饮市场规模持
续扩大，还有加工业、流通业、“小龙
虾+”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

湖北是我国小龙虾养殖大省中
的“状元”，每年将近16万吨的年产
量让监利在湖北省内成为小龙虾的
“王中王”。胡大饭店的小龙虾就主
要来自湖北的监利和黄梅，胡大饭
馆总经理郭冬介绍说，监利有10多
个镇，小龙虾养殖规模在5000亩左

右的，每个镇都有十几个。“在湖北
的监利，以前很多养鱼的、养螃蟹
的，这几年都转成养小龙虾，几乎家
家户户都会养。当地人口100多
万，五成以上都在从事和养殖小龙
虾相关的行业。”

再过1个多月，就是小龙虾大量
上市的季节，湖北的300多个小龙虾
交易市场又将是一片热火朝天。随
着近年来小龙虾市场流通体系不断
建立健全，交易市场建设和布局逐渐
完善，电商平台快速介入和发展，物
流运输能力不断提高，湖北潜江市以
垂直电商交易平台“虾谷360”和物流
服务平台“虾谷快运”为核心，建设了
覆盖周边、辐射全国的综合交易中
心，500多家商户可配送全国300多
个大中城市、3000多家终端。

江苏省盱眙县与顺丰、泗洪县
与京东分别签订小龙虾物流业务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盱眙县在建的全
球龙虾交易中心及冷链物流项目，
计划投资10亿元，包括了小龙虾及
其产品交易中心、冷库及物流配送
中心，将形成全程冷链配送体系。
江西省各类与小龙虾相关的物流运
输组织达900多个，2021年新增120
多个，全省具有一定规模的交易市
场40多个，全年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小龙虾产品4.2万吨。

品牌效应不断扩大。消费者对
小龙虾的喜爱，催生了主营小龙虾

的餐饮企业迅速发展。郭冬提到，
大概从2015年开始，小龙虾在全国
风靡，加上虾稻连作养殖方式的推
广、供应链的发达，小龙虾逐渐从菜
品向零售产品发展，让小龙虾的需
求量进一步增长。

2021年，湖北省各类小龙虾餐
饮实体店近2万家，产值达540亿元
左右。江西省各类小龙虾餐饮实体
店4600多家，仅2021年就新增加
600多家。湖北的虾皇、巴厘龙虾、
靓靓蒸虾，湖南的文和友，上海的红
盔甲、沪小胖，深圳的松哥油焖大
虾、堕落小龙虾，成都的霸王虾，北
京的胡大……去当地旅游就一定要
吃虾，为了吃虾而到这个城市去打
卡，很多小龙虾爱好者心中已经形
成了这样一张全国“吃虾地图”。

与此同时，各个小龙虾产地基
于地方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强化
种质资源保护和品质管理，培育了
一批小龙虾区域公共品牌，在服务
“三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培育一个品
牌，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
姓”。目前，全国各地小龙虾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
产品地理标志共有21个，其中17个
为近5年获得。盱眙龙虾根据第三
方评定，品牌价值达215.51亿元，湖
北潜江龙虾品牌价值达251.8亿元。

（据《新京报》）

本报讯 施晓娟 近年来，随着
国内消费者保健意识的提升，加之
“健康中国”战略、食品工业健康转
型及技术创新等多方驱动下，市场
对益生菌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国
内益生菌市场呈现高速发展态势，
企业纷纷加码入局。

微康益生菌（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朱建国表示，虽然我国
益生菌产业起步较晚，但随着消费
者对益生菌与其功能的关注，益生
菌行业迎来新风口。从趋势来看，
益生菌行业参与者的专业度越来越
高，科学领域对益生菌的基础研究
呈爆发式增长，同时带动了相应产
品的开发和产品转化。

谈到益生菌行业的具体变化，

朱建国认为，第一，科研机构及龙头
企业持续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为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第二，
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近年来国家
对于益生菌行业的监管也日益严格
和完善。第三，消费者健康意识提
升，年轻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偏爱，
以及消费者对益生菌产品认知度在
不断提高。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
国益生菌市场中使用的大部分还
是国外企业的益生菌菌种，源自西
方国家的肠道微生物结构不一定
适合我国人群肠道微生态环境。”
朱建国表示，所谓“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饮食习惯、生活环境和代谢
水平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域的人群

在肠道微生物组成有着明显区
别。因此，“本土菌”对消费者而言
具有重要意义。

朱建国以微康益生菌多年的研
发经历介绍，目前微康益生菌拥有
专业的益生菌研究院，自主研发专
利益生菌菌株，拥有高活性、高稳定
性、高粘附性的益生菌冻干粉制备
技术和规模化的益生菌冻干粉生产
基地，坚持质量和技术总路线不动
摇，为健康食品领域提供益生菌产
品完整解决方案。

“未来益生菌产品应用解决方
案，不仅仅可以围绕肠道健康，还可
以针对口腔健康、免疫提升、慢病管
理、情绪调节等方向进行延展。”朱
建国表示。

“龙虾季”即将回归

小龙虾产业集群成为“香饽饽”

“榴莲自由”有希望
国产榴莲将大规模上市

国内益生菌行业迎来新风口

微康益生菌加码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