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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椰迎来了挂果丰收年”

最近，文昌市抱罗镇心归金椰子园刚
结束忙碌的椰子采摘季。与海南岛上传统
种植的高种椰不同，这个椰子园种的椰子
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不用爬树，
只需踩着半人高的梯子，便能轻松地将一
个个金黄的椰子摘下来。

“今年椰子收成不错，销路也很好。”
该椰子园负责人吴多钧向本报记者介绍：

“我从 2007 年开始种植矮种椰——文椰 3
号，当时只种了 50 亩，2010 年扩大到 130
亩，2022年扩大到200亩。现在，我的椰子
园年产椰子约20万个，年收入60余万元。”

在文昌，除了像吴多钧一样的资深椰
农，这几年还增加了很多新椰农，黎小凤

（海南）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艳军就
是其中之一。周艳军不是海南人，2019 年
之前，他的公司没有接触过农业相关业
务。2019 年，因为看好椰子产业发展前
景，他到抱罗镇振联村委会白石坡村承包
下400余亩土地，开始种椰子，现在椰子种
植面积已扩大到1100余亩。

一个门外汉怎么种好椰子？周艳军请
来好帮手——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
究所的专家。

“从种苗选择到栽培技术，再到林下经
济作物的种养建议，我们积极为前来求助
的椰农和椰子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椰子研究室
副主任、副研究员杨伟波告诉本报记者，
海南本土传统的高种椰一般要七八年才挂
果，产量也低，一株年产量只有约 40 个椰
果。而椰子优良品种“文椰系列”（矮种
椰） 一般三四年就可以挂果，盛产期一株
年产量约120个椰果。此外，高种椰的椰果
价格也远低于矮种椰。因此，越来越多椰
农选择种植矮种椰的优良品种。

“椰子挂果前，我们建议椰农采用间
种、套种的方式，种植菠萝、红薯、西瓜
和玉米等经济作物，养殖鹅、鸭、羊和文
昌鸡等，发展林下经济。”杨伟波表示，“林下
种养模式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土地，提升椰子
种植的整体效益，还便于椰园的生态控制：
一方面经济作物可以控制杂草生长，另一方
面家禽的粪便是天然的有机肥。”

近年来，海南中部、西部和北部等热
带边缘地区也种上了大片椰子树，这对椰
子的种植和管理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海南中部和北部多为低山丘陵地带，
土壤质量较差，营养元素缺失，冬天温度
较低，不利于椰子授粉挂果。而海南西部
地区因为气候干热缺水，影响椰子的生长

速度和品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
究所椰子研究室副研究员吴翼对本报记者
表示：“我们因地制宜对椰农和企业展开定
点和定期的技术帮扶：规划种植区域，设
置苗株行距，指导水肥一体化管理技术，
解决病虫害和土壤缺少营养元素等问题。”

在海南省中部偏北的屯昌县，有一片
低山丘陵地带，10 万株金椰在这里茁壮生
长。“2019年，屯昌县引进海南嘉乐潭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千亩农旅结合的金椰
种植基地，主要种植‘文椰2号’和‘文椰
3 号’，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吴翼表示，“经过 4 年的精心呵护，今年，
金椰迎来了挂果丰收年！”

“打造健康美味的食品”

近些年，椰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
业洗牌速度越来越快，老牌椰子食品加工
企业纷纷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守正创新、
出奇制胜。

多年来，椰树集团以“椰树牌”椰汁
为主打产品，近 10年营收始终保持在 40亿
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椰树椰
汁联名瑞幸推出“椰云拿铁”，上市第一周
销量就突破了495万杯。业内人士分析，椰
汁在几十年前就已出现在各大商超，成为
很多家庭的常备饮品。而近年来真正引发

“椰子热”的是椰子的“黄金配角”能力，
其超强的适配性可以搭配各种饮品。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以椰子糖作为
主打产品起家。除了国内市场，春光的产
品还远销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为
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我们的产品研发也
要走多样化线路。”该公司董事长助理严欣
介绍，春光专注椰子产业 27 年，主动适应
消费市场新变化，拓宽产品品类，目前已
拥有10大系列200多个品项，成了海南旅游
商品的一张“美食名片”。今年 7 月，春光
在海口的地标性旅游景点——骑楼老街，
开设了首家以椰子为主题的茶饮店——随
时椰。

围绕椰子营养做科技研发文章已有 31
年，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正依托
自 身优势，在健康产业的赛道上推陈出
新。纯椰子粉、生椰拿铁咖啡粉、姜汁椰
子粉、椰子片、椰子饼……面世的每一款
椰子产品，该公司董事长刘汉惜都倾注了
大量心血。为研发椰子中的营养成分，从
2013 年起，公司与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开
展技术合作。科研攻关成功后，又在生产
线上不断进行临床试验和产品调试，逐步
制定出技术、工艺和原材料等标准。

“一款产品从研发到问世，大约需要10

年。”刘汉惜说，“品质第一，绝不凑合，
一定要打造健康美味的食品。”新产品上市
前，刘汉惜都会多次品尝：“连自己都不敢
吃，怎么能卖给顾客？”

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椰子加工企业带来
很多利好。严欣表示，得益于海南自贸港
的“关税优惠”政策，春光从国外进口的
椰汁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减免进口关税
和增值税956万元。同时，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市场更加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企
业、投资者以及高端人才进入海南，为当
地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多合作机会。

“向世界讲好椰岛故事”

海南岛上，椰风海韵好风光。“椰子+
文旅”，是海南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

在定安县塔岭工业区，一个上白下红
的巨大建筑引人注目，远看像一艘劈波斩
浪的航母。这里是南国健康产业园。健康
产品制造中心、健康科技馆、健康文化
馆、健康体验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与
健康主题密切相关。前不久，本报记者走
进这片园地时，大门两侧的风帆造型、航
母造型的主体建筑和热带风情的精美园艺，
深深吸引了记者。

“很早以前，我就想在安定县做一个
‘健康+旅游’的产业园。这里距离海口市
只有 30 多公里，临近高速公路，交通便
利。此外，定安县是长寿之乡。2012 年至
2017 年，从实地调研到规划设计再到施工

建成，花了 5 年多时间。”刘汉惜介绍，门
口两扇风帆寓意“一帆风顺”，主体建筑的
航母造型象征“生命方舟”“健康航母”，
内部设椰子健康文化、营养产品和自动化
生产线等展示区，“我希望借产业园向世界
讲好椰岛故事”。

在文昌市龙楼镇，有个春光椰子王国，
它是中国首座以椰子为主题的旅游观光工
厂，由海南春光食品集团投资建设，集研
发生产、科普推广、旅游观光、体验购物等功
能于一体，2019年还跻身国家3A级景区。

“漂洋过海的椰子”“翻阅椰史典故”
“海南的奇椰趣闻”“椰乡的习俗”“椰子的
一生”……行走在椰元素琳琅满目的展
区，海南岛浓郁的椰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展现椰子产品自动化生产的百米长廊，
游客通过可视化生产车间、研发检验室，
可以亲眼见到一颗椰子变化成椰子糖、椰
子饼干等各类休闲食品的过程。

“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背景
下，椰子产业不光涉及种植、加工业，也
可以与文旅产业结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杨伟波建议，海南省还可进一步
打造以东郊椰林、椰子大观园等为代表的
特色旅游观光园区，在中部地区、东南部
地区扶持新建或改建椰子主题旅游景区；
结合条件好、特色强的生产基地、休闲农
庄，建设椰子生态休闲农庄等。此外，海
南还需深入挖掘椰雕、民间故事等椰子文
化，建设椰子文化博物馆等文创基地；在
培育壮大现有品牌的同时，扶持培育新的
全国知名椰子品牌。

道路两旁随风摇曳
的成片椰林，餐桌上香味
四溢的椰子鸡饭、椰子饮
料，房间里摆放的精美椰
雕 工 艺 品—— 在 海 南 ，
和椰子有关的生活场景
随处可见。

海南和椰子渊源深
厚，已有 2000 多年的椰
子栽培历史，椰子种植
总面积现有 60 余万亩，
占 全 国 种 植 面 积 的
99%。作为当地热带特色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南椰子产业具备一定
规模和水平，全省有椰
子加工企业超300家，加
工年产值逾200亿元，涌
现出椰树、春光、南国
等行业龙头企业。但原
材料受限、附加值相对
不足等问题困扰着当地
椰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海 南 从 源 头 入 手 ，
提升椰子原材料供应水
平 。 海 南 椰 子 产 量 虽
大，但需求缺口更大。
数据显示，海南全省椰
子年产量约 2.5亿个，国
内椰子加工对原材料的
需求量却达 25 亿至 30 亿
个 。 除 种 植 规 模 不 足
外，管理上也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部分
种植园运营模式粗放，
缺乏标准化管理，椰子
品质参差不齐。可喜的
是，近年来，海南采取
一系列措施，积极壮大

“椰经济”。加大农业产
学研合作，培育结果早、产量高、椰水甜的
矮种椰子新品种；完善椰子种苗、种果的行
业规范体系，建立规模化种植管理标准；鼓
励企业在海外建立椰子种植基地，利用自贸
港优势将“海归”椰子运回国……多种创新
尝试，让海南椰子亩产量和椰果质量上来
了，椰子加工企业的“粮草”之忧逐步得到
缓解。

椰子浑身都是宝，“一物而十用其宜”是
古人对椰子广泛用途的感叹。小小椰子有数
百种用途：椰水可当饮料直接饮用；椰肉能
榨油、提炼化妆品，也可制成糖果；椰壳制
作椰雕工艺品，边角料可做活性炭；椰糠是
良好的土壤改良剂，能用来种植花卉；椰衣
纤维防火、弹性好，可作为多种家具的垫体
材料……目前，海南椰子加工涉及食品、化
工、轻工、农林等多个领域。从挖椰肉、削
种皮、肉水分离的薄利初加工，到对椰子加
工过程中副产品的综合再利用，海南椰子产
业向精深加工迈进，不仅提升产品附加值，
还延伸了产业链，逐步改变原来产业范围受
限、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局面。

椰子是一颗“有文化”的植物，文人墨
客对椰子的文学描绘不计其数。今天，椰子
成为海南特色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一张闪亮的旅游名片。用“椰元素”联动
当地文旅，打造椰子文化节日，海南正推动

“一颗椰子”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文昌
椰子大观园中品读关于椰子的饮食、历史和
精神文化，在春光椰子王国里亲眼见证一颗
椰子变成椰子糖的全过程，在海南椰雕文化
展览馆内欣赏精雕细琢的椰雕艺术品……近
年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椰文旅”产
品，让游客体验椰文化的无尽魅力，充分激
发了海南椰子产业的文化效用，提升了椰产
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椰子产业是一块充满潜力的大蛋糕。随
着椰子消费越来越火，“椰岛”海南作为中国
椰子生产加工的大本营，正用更多的创新产
品和发展理念，壮大海南“椰经济”，做强海
南椰文化。

解锁美味密码 海南“椰风”正劲
本报记者 贾平凡 龚文静

新鲜椰子水、生椰拿铁、蜜瓜椰椰、芒果生打椰……刚刚过去的

这个夏天，不少人的消暑饮品里一定少不了一杯现制椰饮。从五花八

门的现制椰饮到特色美食椰子鸡，从火爆市场的椰基概念到零食、烘

焙行业的“含椰量”越来越高，近年来，椰子因其健康属性、清爽口

感以及百搭风格，在多个市场全面开花，深受消费者青睐。

海南省是中国椰子主产区，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9%。为壮大海南

椰子产业发展，2021 年，海南省林业局印发《海南省椰子产业高质量

发展“十四五”规划》，计划到2025年，新增椰子种植面积25万亩，

培育一批产值超过10亿元的椰子加工龙头企业，建设一个国际椰子交

易中心、一座椰子文化博物馆，打造一批椰子主题旅游景区、休闲农

庄、庭院经济示范点，实现椰子产业总产值230亿元。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好政策引导下，海南省深耕椰树种植、椰

产品加工、椰文化旅游，“产椰链”各方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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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外国嘉宾在展会上品尝椰子饮品。 本版照片均为袁琛摄

▲在海南爱心椰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椰
文化研发基地，工作人员在制作椰雕。

▲文昌市“东郊宝椰”加工厂，一天能加
工上万个椰青。图为工人在给椰青去壳。

文昌东郊椰林文昌东郊椰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