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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在深闺”走向“大众热捧”——

儋州“黄皮小妹”出道记
“酸酸甜甜就是我

呀！”说的是爱情，也是黄
皮。

瞧瞧她那心形的小
身板，味道里藏着初恋般
的酸涩与甜蜜，难怪有人
称她为“爱情果”。

在儋州市，黄皮是不
折不扣的“欢乐使者”。
它洒下的是甜蜜与欢笑，
消费者和种植户的心甜
得都快要化了。

7月初，黄皮进入收
尾季。当树枝上的黄皮
还满是青涩时，就已经被
各路“媒婆”和“粉丝”们
预订一空了。

“我家黄皮不愁嫁！”
儋州大成镇南盛村黄皮
种植户符国安打开手机，
向记者炫耀起他的一串
串订单。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李科洲吴心怡

苦：忆当初 少人问津

黄皮怎么吃？很多人习惯把皮剥掉，只吃

果肉。其实，黄皮的皮也是能吃的。虽然有点

苦味，却藏着秘密武器——抗炎、抗氧化、提升

免疫力。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很长一段时

间，儋州黄皮总暗自委屈：“宝宝心里苦啊！”

苦，是因为养在深闺无人识。

就在五六年前，儋州黄皮还在“跑龙套”，

以每斤3元至5元的价格充当市场上的“配角”。

“以前都是种在房前屋后，够自家吃就行，

吃不完才拿到市场上卖。”儋州市大成镇新风

村村民周开联回忆，当时，村里的黄皮树都是

随意种植，也没有人专门看管养护。

儋州黄皮喝着松涛水库的甘泉，沐浴着琼

岛西部的阳光，但有一段时间，人们嫌弃她

的“品相”不好。

为何“品相不好”？大成镇干部介绍，以前

村民种植黄皮全靠经验，何时浇水何时施肥全

凭感觉，在种植和市场营销上，技术含量太小。

躲在灯火阑珊处，黄皮擦干伤心的泪水，

并开始反思：得好好健身和美颜了。

苦，是因为化茧成蝶的过程很艰难。

走蝶变之路，靠什么？靠美颜滤镜？靠玻

尿酸？不不不，黄皮要的是健康美、自然美。

她悄悄地走上逆袭之路，请来了儋州市农

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当“私人教练”，从种植技

术到市场营销，全方位改造自己。

“2019年镇里发展黄皮

产业，给我们发放免费的

黄皮种苗，农商行也

为我们提供资

金。那一年，

我转产种上了16亩黄皮。”符国安说，儋州

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还会经常到村里指导

种植。

有了技术的注入，黄皮“脸上”被虫咬出

的疤痕消失得无影无踪，显得更加娇嫩欲滴。

黄皮终于迎来了她的高光时刻。她变

得圆润饱满，色泽诱人，一跃成为儋州夏季

水果界的“顶流”，身价飙升到每斤15元。

儋州市政府也趁热打铁，组织了多场

“相亲会”。大成镇适时推出采摘季活动，

打响黄皮招牌。2021年，海南大学团队还

为大成镇量身定制了全镇黄皮产业规划，

涵盖种植、销售、加工、旅游等。

黄皮的名声越传越远。“海南黄皮看儋

州，儋州黄皮看大成”已成为了业界共识。

她不再是那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

碧玉了，而是成为儋州的一张闪亮名片。种

植面积超过1万亩，年产值高达3000万元。

酸：组合忙“醋味”渐浓

“黄皮鸡”，是饮食界的“凤凰传奇”。

这对CP组合在一起，焕发出耀人的光芒。

但黄皮的名气越来越大，她也想尝试

不同的组合。

听说黄皮和粽子、月饼、豆腐分别组

CP，儋州鸡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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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儋州鸡碎碎念：好歹我也是国家队

选手了，我体格健壮、特别能打，和我组合

不香吗？

确实，“黄皮鸡”组合，既有鸡肉的鲜

嫩，又有果实的清香。这样的“天作之合”，

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入选儋州“十大名菜”。

但年轻又人气爆棚的黄皮，总想闯条

新路。

儋州鸡还在碎碎念：要不是有了我的

加入，偏僻村庄能引来那么多游人吗？如

今，她竟然要离开我？你说我酸不酸？

引来游人，此言不虚！大成镇南吉村村

民符鼎舜就是靠黄皮鸡吃上了“旅游饭”。

那是2014年，村里依托黄皮发展旅游业。在

广东打工的符鼎舜毅然辞掉工作返乡，在自

家院子里办起了“符式黄皮鸡”农家乐。

“黄皮鸡选用本地小种鸡，用新鲜的黄

皮叶包裹，通过蒸煮而成。”符鼎舜介绍，这

是游客点得最多的菜肴，“旅游旺季时，我家

养的鸡都不够卖”。

对于儋州鸡的“占有欲”，粽子、月饼、豆

腐等儋州才俊纷纷表示不满。

儋州粽说：“我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和黄皮合作，那才是强强联合！”

海南省儋礼黄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人符明堂是“大媒人”，热心撮合这对CP，开

发出了黄皮粽，并在2024年海南粽子行业创

新争优竞赛上获得创意奖。

月饼兄弟也不甘示弱：“黄皮酸甜入馅，

月饼口味独特，这才叫创新！”

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田凯文介

绍，公司将黄皮果干融入月饼馅料内，让团圆

的味道更浓。

走进位于那大城区的儋礼黄皮体验店，

只见牛肉、排骨、黄花鱼、豆腐等已经排起了

长队，争相要和黄皮结对组合。

看着黄皮粽、黄皮月饼等日渐走红市场，

儋州鸡越想越心酸，他再也不是黄皮的“唯

一”了。原来，黄皮和别人的组合也可以这么

出彩。

“鸡兄别泄气！”符明堂拿着儋礼黄皮体

验店的账单走来，“黄皮鸡销量始终居高不

下，你俩才是经典组合！”

一句话，让儋州鸡重新昂起骄傲的头：

“我和黄皮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她就是走遍

千山万水，还得回来找我。”

甜：三产融 回味无穷

你见过黄皮那嫣然一笑吗？招牌式的大

门牙一露，甜度爆表。

6月，儋州（大成）黄皮采摘季开幕。这是

属于黄皮的“星光大道”，客商游客纷纷前来，

争相一睹其芳姿。

颜值担当的黄皮玩起了跨界。在当地政

府和企业的力捧下，她好事“接二连三”——

做大这份甜蜜产业，向二产和三产延伸。

今年端午小长假，数千名游客涌来大成

镇南吉村，体验采摘乐趣。

说起南吉村，这可是黄皮界的“长寿

村”。村里有个“百年黄皮园”，园里有株300多

岁的“黄皮老树”，人称“海南黄皮王”。

“听说老树黄皮，味道赛过初恋。”来自

海口的陈女士一家直奔“百年黄皮园”，先尝

为快。

农家乐主人符鼎舜忙并快乐着：“最忙

时，一天要接待数百位客人。”

黄皮的“甜”度，直接让农家乐主人纷纷

开启“烧钱模式”。他们掏腰包升级装备，要

给游客打造上星级的“甜蜜乐园”。“今年我已

经投入了3万多元，修缮庭院、扩大接待规

模。”符鼎舜说。

大成镇结合当地旅游资源禀赋，以“民

宿+乡旅+康养+特色农业”为主题串起了一

条旅游路线，带动更多村庄吃上“旅游饭”。

投资商们也嗅到了商机，纷纷向黄皮抛

出“橄榄枝”。于是，黄皮加工厂的大计划应

运而生，誓要解决黄皮的“公主病”——长途

跋涉怕累着，季节变换怕伤着。有了这加工

厂的护航，黄皮就能无忧无虑地闯荡江湖了。

符明堂，这位黄皮加工厂的“总导演”，正

描绘着一幅蓝图：投资2000万元，打造黄皮

界的“好莱坞”。黄皮果酱、黄皮干、黄皮饮料

等新星将依次登场。未来3年，这里将成为集

种植、加工、餐饮、文旅于一体的“甜蜜王国”，

年销售额直指3000万元大关。

6月16日，在南吉村，“百年黄皮杯”第一

届中国象棋公开赛正在举行。黄皮的清香，

抵消了楚河汉界的硝烟味儿。棋手们已经融

入“甜蜜军团”，他们在叫“将”的同时，也在发

自内心地叫“香”。

“儋州黄皮，爱情味道，酸酸甜甜，回味无

穷。”这不仅是对黄皮口感的赞美，也是对儋

州黄皮产业发展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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