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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白元琪“砰！砰！砰！”猜
维一手拿着榴莲，另一只手握着细木
条轻巧地在果壳上敲打几下。通过辨
音，猜维把八成熟的好果挑出来，对外
表进行简单清理后，便快速送到下一
道加工环节。猜维是泰国尖竹汶府优
果东明水果厂的工作人员。尖竹汶府
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以东约260公里处，
被誉为泰国的榴莲之乡。

榴莲是中国第一大水果进口品
类。据统计，2023年中国进口142.6万
吨鲜榴莲，其中92.9万吨来自泰国。
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带动了泰国水
果产业发展。泰国商业部数据显示，
2024年尖竹汶府的榴莲产量预计突破
56万吨，同比增长超4.3%。同时，山
竹、龙宫果等热带水果的产量也迎来
了快速增长。“我推荐了不少亲朋好友
来水果加工厂上班，收入有保障，旺季
的提成更是丰厚。”猜维开心地说。

优果东明水果厂厂长郝东明表
示，目前陆运是泰国榴莲进入中国的
主要方式之一。从泰国出发，榴莲先
被运送到老挝，再转运至越南，最后通
过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进入中国市
场。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的生效实施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加速推进，陆运效率显著提升。
“如今，泰国榴莲仅需3天便能抵达中
国，让中国消费者品尝新鲜美味。”

波兰苹果
畅销中国市场

泰国榴莲让中国
消费者品尝新鲜美味

本报讯 禹丽敏 李增伟 从波兰首
都华沙驱车向南50公里，便抵达了风
景如画的格鲁耶茨县。金秋时节，道路
两旁连绵不绝的苹果园里，红彤彤的苹
果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的光
泽。果园内，采摘、运货车辆往来不绝。

格鲁耶茨是波兰乃至欧洲最大的
苹果生产基地之一，苹果产量约占波
兰总产量的一半，素有“欧洲苹果园”
之美誉。“格鲁耶茨苹果”这一品种凭
借其卓越品质，荣获了欧盟地理标志
保护证书。波兰苹果种植历史悠久，
许多果园都拥有百年历史。伴随着苹
果加工产业的发展，如今波兰已经实
现了苹果100%的机械化自动采摘。

中国是波兰苹果拓展市场的重要
方向之一。2016年年底，波兰苹果正
式获准进入中国。2017年，首批波兰
苹果经厦门口岸进入中国。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持续推进，波兰果农迎来
了更为广阔的商机。为了适应中国市
场需求，波兰果园开始大面积种植符
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苹果品种。据统
计，2023年，中国从波兰进口苹果价值
同比增长23.2%。

2013年，波兰老工业城市罗兹迎
来首趟从成都开来的中欧班列。经过
10余年发展，波兰已经成为中欧班列
进入欧盟的重要门户。快速高效的班
列为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巨大帮
助，列车源源不断地将中国制造送往
欧洲市场，也将包括波兰苹果在内的
欧洲商品运往中国。相较于海运的40
天时间，中欧班列只需14天就能将波
兰苹果运抵中国。“中欧班列的开通，
为波兰苹果销往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
条件。”普瑞玛苹果公司董事长莫妮
卡?普兹比尔斯卡表示。

日本晴王葡萄、日本静冈网纹瓜、哥
伦比亚麒麟果……这些水果听起来是不
是很高档？但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消费提示，指出上述所谓的高价进口水
果其实并未列入我国的检验检疫准入名
录。有些商家仿冒进口包装礼盒，将普
通国产水果精心装扮成进口货，从而抬
高售价。

部分商家为何如此热衷为国产水果
披上“洋”皮？我们自己的水果就拿不出
手吗？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业内
专家，探寻国产水果的真滋味。

一流国产水果值得期待

“我们培育的‘明 5-5’，是全世界
最甜的大樱桃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樱桃课题组组长李明
自豪地说着。“明5-5”樱桃果实硕大，
成熟后直径可达到32毫米以上，宛如
一颗颗红色的乒乓球；其果肉硬脆，与
常见的布鲁克斯、美早等进口车厘子相
比毫不逊色，其糖酸比高达40∶1，在目
前全球市场上能买到的大樱桃品种中
甜度排名数一数二。

这么好的大樱桃，消费者怎么不
知道？

李明微笑着解释：“别急，这个品种
已经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认证，并召开
了现场观摩会。不过，现在它只在河南
新乡、陕西渭南等地进行小面积种植。
今年上市的第一批‘明5-5’樱桃被上海
经销商抢购一空，零售价高达每斤200元
至300元，比春节期间空运来的进口车厘
子还要贵。随着种植面积扩大，4年后大
量上市时，能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除了樱桃，国产水果还有好消息传
来——突尼斯软籽石榴新品种也问世
了。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
鲁振华介绍，突尼斯软籽石榴原产自突
尼斯，上世纪80年代，我国获赠了几棵果
树。经过长期选育和改良，目前国内市
场上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几乎都是国产
的，只是沿用了其原来的名字。

国内的石榴市场也经历了从蒙自石
榴到四川会理石榴的转变，随着突尼斯
软籽石榴国内选育、种植技术日益成熟，
近几年它开始在市面上崭露头角。2021
年，鲁振华带领团队又培育出了“天使
红”软籽石榴这一新品种。它适应国内
种植环境，着色好、果实大、甜酸适中、籽
粒比突尼斯软籽石榴还软，成熟时就像
一个个紫红的小灯笼挂在枝头。“经过授
权推广，国内目前已有六七万亩的种植
面积。”鲁振华表示，再过2年到3年，“天
使红”软籽石榴就能大量上市。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科研院所与企
业密切合作，研发推广了大量新品种，改
进了传统品种。如原产于东北的软枣猕
猴桃，个头虽小却甜软多汁、光滑无毛，
可以带皮直接吃；国产樱桃李，结合了樱
桃的甜和李子的脆，上市以来一直供不
应求；还有瑞雪、红琇、维纳斯等新品苹
果，它们分别呈现绿色、红色和黄色，满
足了消费者“吃点儿不一样的”需求。更
有鸡蛋果、仙人掌果、泡泡果、云南鲜夏
威夷果、新疆鲜枸杞等特色水果即将上
市，值得期待。

高品质与新奇特并行

从北方的苹果到南方的芒果，从东
部的桃子到西部的葡萄，每一种水果都
承载着地域韵味与自然馈赠。然而，在
百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
求面前，国产水果在某些方面仍与进口
水果存在一定差距。

李明坦言：“以车厘子为例，国内在
育种优化、标准化种植等方面，与原产国

相比确实存在差距。”他指出，同样的品
种，在国内单果重量只能达到8克至10
克，国外则能达到12克至15克，几克的
差别直接影响果实口感与消费者的购买
意愿。近年来，我国虽已通过设施农业
等手段尝试提升品质，但高昂的成本限
制了普及程度。诸如“明5-5”这样的新
品种研发虽取得进展，但成果转化与市
场推广尚需时日。

鲁振华表示，我国果园种植单体规
模小且分散，普及标准化种植有一定难
度，“我们在走访中发现，有的种植户施肥
凭感觉；传统产区不愿意接受新技术；有
的农户为了卖高价，抢在最佳成熟期前采
摘……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水果质量”。

除了品质上的差异，上市时间也是
影响国产水果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车厘子：国产大樱桃的上
市季节正值夏季；智利位于南半球，其车
厘子成熟时正值中国冬季。此时恰逢春
节消费高峰期，红艳艳的果实不仅满足
了人们对节日喜庆氛围的追求，也填补
了国内市场空白。这是某些进口水果受
欢迎的客观因素之一。

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加之“物
以稀为贵”的市场心理，促使少数不法商
家动起了歪脑筋，用国产水果冒充进口
水果牟取暴利。中消协对此发出警示，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进口水果时应参考海
关总署发布的最新准入名录，避免购买
名录之外的“进口水果”，以防上当受
骗。同时，建议消费者选择信誉良好的
商超购买。

转化之路正在加速

拥有优良品种，仅仅是培育好水果
的起点。从试验田中的一粒种子，到成
为能够稳定供应市场的商品，每一种水
果都需历经多年磨砺。国产水果相关企
业往往习惯埋头干活，对产品的推广销
售缺少系统规划，造成好水果缺少识货
人的情形。

随着多家致力于提升生活品质的生
鲜平台崛起，高品质的国产水果终于迎
来了“伯乐”。以备受欢迎的蓝莓为例。
本来生活平台买手陈延发介绍，在销售

国际品牌的同时，平台也在积极寻找本
土蓝莓品牌。经过考察与发掘，今年年
初，平台首次引进“丽江雪山蓝莓”。这种
在高海拔、小面积种植的雪山蓝莓，得益
于玉龙雪山冰川雪水的滋养与干热河谷
地带丰富的光热资源，口感更脆、更甜，具
有独特香气，首次上线便获得了消费者广
泛好评，复购率高达34%。除了雪山蓝莓，
主打性价比的光筑农业“迷迭蓝”蓝莓也
在今年被引入本来生活平台。目前，平
台在售的国产蓝莓销量年增速保持在
50%左右，总销量已超越进口蓝莓。

陈延发表示，与头部品牌“怡颗莓”
相比，消费者对国产蓝莓的认知仍停留
在根据产区区分的层面。来自云南的本
土产品要想进一步脱颖而出，通过品牌
建设提升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竞争力至
关重要。

电商平台还充当了“运输队”，帮助
国产水果走南闯北。以往，一些地域性
小众水果由于产期短、易损耗等原因，难
以进行长距离运输。得益于电商平台遍
布全国的生鲜物流网络，一些小众水果
成功打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市场。如
广州黄皮在盒马的销售额3年内增长了
14倍。

盒马全国水果采销总监陈杨辉表
示，过去 5年里，盒马先后在新疆、云
南、陕西等地成立了多个盒马村。通过
为基地提供稳定的订单和物流保障，帮
助一些原本“洋气”的水果扎根本土，与
进口品种平分秋色。新疆西梅、云南蓝
莓、陕西大樱桃先后在盒马上市并热
销，不少国产品种在价格或品质上已经
超越了进口产品。目前正在热销的新
疆西梅在盒马整个西梅品类中的销量
占比超过八成。此外，今秋上市的云南
孟连牛油果也正成为销售主力。2023
年，为了帮助国产牛油果进行推广，盒
马还开发出牛油果冰淇淋、牛油果铜锣
烧、牛油果酸奶等产品。结合中国人的
饮食习惯，“洋水果”越发本土化，赢得
消费者喜爱。

在国产水果不断崛起的今天，我们
有理由相信，国产水果将不再需要披上
“洋”皮来吸引消费者，而是以自己的实
力赢得市场认可。 （佘颖）

新品种“天使红”软籽石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