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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易
帆）初春，定安县定城镇龙州洋圣女果

产业基地里，翠绿的圣女果藤叶间，五

彩的果实一串挨着一串，呈现出一幅生

机勃勃的画卷。仔细观察，藤叶上成熟

的圣女果果实颜色不一，果型各异。有

红色的、黄色的，果实外形有圆润的、鸡

心型的、还有些如半个拳头大小。

“这些果子味道好，长势也不错。”

海南省冬季瓜菜产业技术体系北部综

合试验站站长杜公福走进果地里，顺手

给记者摘了一颗品尝，圣女果酸甜可

口，风味浓郁。杜公福介绍，去年以来，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资所蔬菜中心

依托“一所对一县”科技帮扶项目，引进

国内8个圣女果新品种在定安龙州洋圣

女果基地推广试种，眼下正是圣女果成

熟采摘的季节，口感好、颜色靓、果型佳

的圣女果新品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基

地采摘。

圣女果，又称小番茄、樱桃番茄等，

既可作蔬菜又可作水果，其维生素含量

是普通番茄的1.7倍。因其外观玲珑可

爱，含糖度很高，口味香甜鲜美，风味独

特而广受消费者喜爱。

定安县定城镇龙州洋是海南最早

引进圣女果、规模种植最大的圣女果产

业基地，年日照量充沛，昼夜温差大，有

利于水果作物积累更多的糖分。龙州

洋区域内种植的圣女果，果肉细嫩红

润，糖度更高，受到了市场的热捧。近

年来，定安打造“潭黎圣女果”特色品

牌，并以农旅融合推动圣女果产业发

展，龙州洋也成了自驾旅游、亲子体验

和采摘采挖最佳的目的地之一。

长期以来，潭黎圣女果种植品种为

粉千禧，产品结构较为单一。“我们联合

定安县试种圣女果的新品种目的就是找

到更多适合海南种植的好看、好种还好

吃的新品种。”杜公福介绍，例如试种品

种之一的“深爱”系列，金黄色的果皮颜

值高，甜度也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当下，定城镇潭黎圣女果集散中心

内，工人们选果、包装、出货，一派繁忙

景象。潭黎圣女果除了海南本地自产

自销外，每年至少有几百万斤销往北

京、天津、西安以及东北地区。每到上

市时节，来自东北、天津、北京等地的客

商就会进驻潭黎收果。再过半个月圣

女果出货量将达到高峰。

据悉，定安圣女果年种植面积一万

亩左右，亩产量4000—6000斤，是全省

引进最早，规模种植最大的市县。目

前，定城镇现有圣女果近万亩，是全省

种植规模较大的圣女果产业基地，每年

产值超亿元。

在海南， 有啥特性？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张
野通讯员雷琦）在万宁市万城镇流溪

村的西瓜地里，连片的瓜秧布满地面。

这里的西瓜藤蔓繁盛，大大小小的果

实掩映在葱茏的瓜蔓间，长势喜人。

据悉，万城镇北坡片区瓜田土壤

透气性强、病虫害少，再加上光热、雨

水资源丰富，这就提升了保水保肥能

力，使得这里产出的西瓜更加甘甜多

汁。“这几天比较忙，地里基本每天都

有二十来个工人，工资都是日结。”流

溪村村干部介绍说，西瓜从育苗、移

栽、养护一直到现在采摘、搬运、装

箱，各项作业直接带动农村劳动力就

业超800人次，西瓜丰收后，又将继续

利用土地优势轮种水稻，提高土地利

用率，助力“一地多收”。

据悉，流溪村通过村集体和种植

大户带头示范，发动种植大户推广种

植技术，推进西瓜种植业不断发展。

“现在种的基本上是美都麒麟瓜，主

要销往内地，因品质好非常受市场欢

迎。我们村今年承包了3000亩地来

种西瓜，预计亩产量在3500斤左右，

现在农户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流溪

村村干部李进军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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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林
文泉文/图）近年来，临高围绕资源禀

赋、区位优势、基础条件，因地制宜发

展柚子、凤梨等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其中成规模的柚子基地有30个，已成

为海南柚子生产的主产区，为临高县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近日，临高县波莲镇冰廉村美龙

农场柚子种植基地内，柚子树又进入

梳理花蕾时节，工人们正来回穿梭在

成片的柚子园中，将密集的花蕾进行

梳理，让饱满的花朵能够茁壮生长。

正是看到了柚子产业在临高的美好前

景，海南裕禾实业有限公司2023年在

波莲镇美灵村投资800余万元，新建

一块面积约350亩的柚子种植基地。

柚子种植基地的发展，必然带动

当地群众的就业。临高县柚子协会

会长、基地负责人林建平表示，柚子

基地日常管理过程中，需要聘用当地

群众前来锄草、梳花、吊果等。

该公司柚子基地只是临高县柚

子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临高目前成

规模的柚子基地有30个，其中12个

基地占地500亩以上，柚子产业的发

展也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符
彩云）为推动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作，

充分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助力乡村振

兴，进一步扩大地理标志社会认知。

近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运用服务科工作人员前往三亚木瓜

协会、三亚黄秋葵协会种植基地进行

实地走访，了解种植规模、地理标志

商标申请现状、品牌发展优势和遇到

的困难等，现场答疑解惑，宣讲知识

产权资助金、保险及质押融资等扶持

政策，提供知识产权指导服务。

在木瓜种植基地，工作人员了解

了“三亚木瓜”种植、销售、品牌发

展等情况后，向协会工作人员详细讲

解了地理标志商标扶持政策、地理标

志使用管理规范等，为下一步“三亚

木瓜”地理标志注册成功后开展规范

管理、品牌打造、地标保护等提供了

指导。

在黄秋葵种植基地，三亚市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三亚黄秋葵协会会

长曾顺辉讲解了地理标志申请流程及

需提交的申报材料、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管理要求，宣讲了地理标志相

关扶持政策，解答了协会疑问，为加

快“天涯秋葵”地理标志商标申请提

供了针对性指导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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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瓜果蔬菜自己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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