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果“新宠”
释迦被誉为“热带果王”，果实以

清甜而深受消费者喜欢，其糖度达到

22 度。与平常表皮为绿色的释迦果

不同，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种植

的紫色释迦闻起来有淡淡的玫瑰香

味，因此又称为玫瑰释迦，是一种极

为稀缺的品种。一般要种植三年左

右才能挂果，且一棵树一年只能结

8—15颗紫色释迦，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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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77月月11日讯日讯（（记者记者 利声利声
富富文文//图图））紫中带红晕紫中带红晕，，吃起来甜润丝滑吃起来甜润丝滑，，

有天然的牛奶香味以及冰淇淋般的奇妙有天然的牛奶香味以及冰淇淋般的奇妙

口感口感。。这就是水果这就是水果““新宠新宠””，，被称为释迦被称为释迦

界界““爱马仕爱马仕””的紫色释迦的紫色释迦。。经过经过33年的精年的精

心培育心培育，，今年今年，，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

种植的种植的1414亩紫色释迦全面挂果亩紫色释迦全面挂果。。

紫色释迦紫色释迦，，是那受村乡村振兴是那受村乡村振兴““一村一村

一品一品””引进的又一新品种引进的又一新品种。。20212021年年，，为为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那那

受村进一步丰富热带果树种类受村进一步丰富热带果树种类，，引进示引进示

范推广紫色释迦范推广紫色释迦，，并建立并建立1414亩紫色释迦亩紫色释迦

种植示范基地种植示范基地。。

紫色释迦果属于热带精品水果紫色释迦果属于热带精品水果，，种种

植条件要求非常高植条件要求非常高，，且新品种的引种且新品种的引种，，更更

需要技术和耐心需要技术和耐心。。自从自从1414亩紫色释迦种亩紫色释迦种

下后下后，，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肖春雷隔三岔五就往释迦地里作队队长肖春雷隔三岔五就往释迦地里

跑跑。。雨天雨天，，他会和村民一起及时排水他会和村民一起及时排水；；晴晴

天天，，他冒着酷暑仔细观察紫色释迦生长他冒着酷暑仔细观察紫色释迦生长

情况情况，，再通过请教专家再通过请教专家、、查找书籍等解决查找书籍等解决

紫色释迦种植中遇到问题紫色释迦种植中遇到问题。。

依托三亚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以依托三亚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以

及精心管理及精心管理，，20232023年年，，种植两年的紫色种植两年的紫色

释迦开始零星挂果释迦开始零星挂果。。今年今年，，那受村种那受村种

植的植的1414亩紫色释迦全面挂果亩紫色释迦全面挂果，，亩产预亩产预

计计100100公斤以上公斤以上，，目前收购价每公斤目前收购价每公斤

2626元元。。

虽然紫色释迦对生存环境虽然紫色释迦对生存环境、、土质土质

要求非常高要求非常高，，但其管理相对粗放些但其管理相对粗放些，，不不

需要控梢需要控梢，，基本上不需要修枝基本上不需要修枝，，是增加是增加

农民收入的新途径农民收入的新途径。。目前目前，，那受村委那受村委

会给那受会给那受、、南塔南塔、、冲顺等冲顺等33个村民小组个村民小组

发放紫色释迦种苗发放紫色释迦种苗10001000多株多株。。

““今年紫色释迦长势不错今年紫色释迦长势不错，，接下接下

来来，，我们主要攻关的技术就是把紫色我们主要攻关的技术就是把紫色

释迦做成大果释迦做成大果、、精品果精品果。。””肖春雷说肖春雷说，，目目

前前，，他们主要是与电商合作他们主要是与电商合作，，由团队将由团队将

紫色释迦销往全国各地紫色释迦销往全国各地。。接下来接下来，，他他

们将继续摸索科学栽培管理技术们将继续摸索科学栽培管理技术，，扩扩

大种植面积大种植面积，，把那受村打造成为把那受村打造成为““一村一村

一品一品””和农旅采摘的示范村和农旅采摘的示范村。。

南国都市报7月1日讯（记者梁振文）
驱车驶入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镇墟，道

路两侧的“兰花”路灯格外引人注目；距离

镇墟3公里、地处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最北端的打安镇合水村，绿意盎然，花

香四溢。近年来，打安镇合水村创新特色

产业发展模式，以兰花这一“美丽经济”带

富一方。

7月1日，走进打安镇合水兰花种植基

地，透过遮阳网向内望去，近万盆兰花舒

展着细长的身姿，沐浴着暖阳，空气中清

香弥漫，沁人心脾。从2018年开始，打安

镇便将兰花产业确定为“一镇一品”的核

心战略。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和发

展，兰花产业初具规模，先后引进了

泰国M.B兰花有限公司、广州海之

家花卉公司等企业落地白沙，发

展兰花鲜切花，建成兰花种植基

地500亩以上，已初步形成了热

带兰花集群，成为海南省最大

的文心兰种植示范区。

“合水村着力打造近60亩

集研发、种植、加工、销售、旅游、

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式打安兰花

‘土特产’，助力打安兰花‘一镇一

品’成为全国最大文心兰种植区。”打

安镇合水村的村委会主任马道芳说，打安

镇合水村党支部目前通过创办村企，联农

带农，销售兰花600余万元，带动当地农

户就近就业1.5万余人次，发放务工补贴

400余万元，惠农益农成效显著。

“以前村里就业机会不多，年轻人大

都出去打工，如今村里有了企业，村民们

可以就近就业”村民欧小萍告诉记者，现

在他们已经实现了边上班边顾家，有更多

时间来陪伴家人。

与此同时，打安镇合水村还通过加强

与高校合作，孵化兰花标准化管理的本土

“企业家”，吸引返乡大学生、党员、群众加

入兰花管护经营，培养了一批新型电商直

播人才，助力开拓兰花出口业务，实现海

南文心兰切花出口“零突破”。

“我们还积极发挥‘领雁’作用，返聘

镇退休干部担任村支书，带领村民谋划发

展兰花、树仔菜、种桑养蚕等致富产业，并

选派优秀村干部到镇党建办、农业服务中

心跟班锻炼，实行导师帮带责任制，助力

村干部增智提能。”打安镇组织委员徐辉

还介绍，合水村党支部积极探索“两山”转

化路径，实施了全县首个橡胶林碳汇试点

工作，完成碳汇款发放约10万元，成为全

国典型范例，实现了生态赋能，增值变现。

南国都市报7月1日讯（记者易帆）7
月1日，南繁种农实训基地和南繁就业驿

站（崖州）揭牌仪式暨第一期南繁种农培

训班在三亚市崖州区古城大社区举办。

当天举办的首期培训班以理论结合

实践的授课方式，邀请了分别来自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

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三亚

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等院校

的5名专家，分别围绕水稻、玉米的育种

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内容，为学

员讲授专业理论课程，并实地指导田间操

作。来自各南繁市县的农民参与培训，首

期培训班将持续至7月3日。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参训农民的理论

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为南繁科研和南繁

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职业农民，助力南繁硅谷高质量建设。后

续崖州区还将陆续推出5期南繁种农培训，

持续深化农民教育，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近年来，省南繁管理局着力疏解南

繁产业快速发展逐步反映出基层南繁工

人供应不足的困境，省南繁管理局党支

部不断和南繁单位党组织共建合作获取

用工需求和匹配就业服务，不断联合地

方政府以培养南繁种农为切入点，订单

式培养南繁育制种技能人才，完善服务

供给、技能等级认定机制，不断提升组织

化、专业化水平，攻坚克难解决南繁产业

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

当前，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党支部已与

北京、湖南、浙江、福建、江苏、新疆、广西

等南繁基地党支部联合，共推共建南繁科

研成果转化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也为培养

的南繁种农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据了解，今年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在

南繁各市县开展不低于20场500人次的

南繁种农培训，以后每年持续扩大南繁人

才培养规模，为南繁科研育种和南繁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南繁种农实训基地和南繁就业驿站（崖州）

兰花开出“美丽事业”

号称释迦界号称释迦界““爱马仕爱马仕””
你见你见过过吗吗？？

三亚14亩紫色释迦全面挂果啦

白沙打安镇合水村

▲村民在地里打理兰花。▲

村民将兰花打包准备发货。
（图片均由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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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春雷在查看采摘的紫色释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