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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碗采购14万斤辣椒发给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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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2月23日讯（记者易帆
实习生李英权）花生是传统油料作物，或

做干货、或做油料、亦或做酱佐餐……而

近年来，将花生收获后不经晾晒而直接

食用或煮熟食用的鲜食吃法被更多的人

所接受。鲜食不仅最大程度保留了花生

的营养，还省去了晾晒加工的麻烦，经济

效益更高。

作为鲜食花生，消费者对其品质提

出了更高要求，目前“七彩花生”、“虎甜”

等一批新兴的优势鲜食品种在海南种

植，这些品种有何特色？海南发展鲜食

花生产业有何优势？近日，记者对此进

行了走访了解。

牵手“花生博士”
“虎甜”花生落户文昌

近日，在文昌龙楼镇一处沙土地上，

绿油油的地瓜苗随风飘扬，不远处刚播

种下的花生种子也在阳光下孕育着新的

希望。“这批春节后下种的鲜食花生约50

亩，将在5月份迎来收获。”基地负责人顾

银友说完，拿出一把新鲜的花生粒请记

者品尝。颗粒饱满的花生粒在嘴里越嚼

越甜，口感非常清爽。

顾银友在文昌从事种植业多年，海

南独特的沙土非常适合种植地瓜，但让

他头疼的是，地瓜地易发连作障碍，每2-

3年就得重新找地种植。

今年开春，中国热科院椰子研究所

专家在推进“一所对一县”行动中发现地

瓜连作障碍的难点，积极建言献策。随

后，在龙楼镇人民政府和中国热科院椰

子所专家的积极引导下，顾银友开始尝

试种植青岛农业大学副教授、“花生博

士”张晓军选育的鲜食花生品种“虎甜”

花生，希望通过“花生-地瓜”轮作的方式

改善土壤，解决土地连作障碍。

在田里，记者看到一颗颗花生苗上

覆着膜，长势喜人。“花生可实现机械化

种植、水肥一体化，人工成本极大地节

约。”顾银友说，加之沙地的土壤松散，种

植出来的花生外观好、商品率高，“这一

季花生试种成功后，我们今年还将扩大

种植面积。”顾银友充满自信地说。

中国热科院国家花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海南花生科研工作站站长杨伟波介

绍，“虎甜”鲜食花生甜度高、风味足，当

前的市场收购价高达10元一斤，亩产值

约8000元，市场效益高。“花生属于豆科

植物，对土壤改良有很大作用，采用花生

与其他瓜菜轮作的方式，在保证农民增

收的同时，还可改良土壤，提高作物种植

品质。”杨伟波说。

“七彩花生”
成海南特色产业之一

说到鲜食花生，不得不提近年花生

界的“网红”：“七彩花生”。1月份以来，

海南东方等市县种植的“七彩花生”采收

上市，供应全国市场。据了解，每年冬

季，海南成国内鲜食花生的主产区，基本

不愁市场销路。

近年来，俘获越来越多吃货的“七彩

花生”魅力有哪些？

“七彩花生”因果仁得名，其果仁外

皮通常呈现出多种颜色，如红色、紫色、

黑色等七彩的虎纹，这与普通花生明显

不同。而在“七彩花生”基础上进一步选

育出来的“虎甜”还具有低油高甜的特

点。这些新品种在种植技术上与传统品

种并无二致，但经济效益却差别极大。

记者了解到，目前“七彩花生”在海南

种植已超5000亩，除了东方、儋州外，还

有昌江、陵水等七彩花生核心产区。在东

方，农户还用上了机器采收花生，使得人

工成本大大降低，生产效率更高。

俘获“吃货”
鲜食花生“有一套”

花生在海南栽种历史悠久，海南定

安、昌江、儋州和临高等市县都是传统

的花生主产区。“传统花生多以农户自

留种为主，市场流通性差。”杨伟波介

绍，传统花生品种多是80年代左右自广

东引入海南种植，这些品种花生粒不

大、含油量较高，主要以加工型品种为

主。而近年来，在科技力量的带动下，

海南东方、儋州、昌江等市县开始种植

来自云南的“七彩花生”，未来，文昌

也将推广通过“七彩花生”杂交选育的

新品种“虎甜”花生。

杨伟波介绍，相比山东、河南等花生

主产区，海南发展鲜食花生产业优势明

显。“海南鲜食花生自1月前后开始上市，

采收季至6月份，这几乎独占国内的鲜食

花生市场。”杨伟波说，随着人们越来越

关注健康饮食，粗粮的市场前景广阔，鲜

食花生经济效益较高。

杨伟波建议，海南可通过花生与冬

季瓜菜轮作的方式适度引导推广鲜食花

生优良品种，同时划定鲜食花生优势产

区，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南国都市报2月23日讯（记者 吴
岳文 文/图）当今是椒类产品丰收和集

中上市的黄金时节，文昌市龙楼镇的椒

农们却因市场波动导致价格低迷、销路

受阻而身陷愁云。为帮助椒农解决燃眉

之急，龙楼镇迅速行动，积极帮助椒农寻

找销路。

2月22日，在龙楼镇全美村的一处

田洋里，椒农符弟正在抓紧打包新鲜采

摘的圆椒。符弟告诉记者，他种植了2

亩半的辣椒，有圆椒和尖椒，亩产2000

斤左右。种子、肥料等，每亩地投入

1000多元，但辣椒最高只能卖到几毛钱

1斤，投入的成本一分没少，卖出的价钱

却减了一半。更让他着急的是，除了春

节前采摘过一次，今年以来几乎没有收

购商来村里，找不到销路，处境艰难。

目前，龙楼镇仍有30多万斤急需出

售的辣椒。如果您有意帮助当地椒农渡

过难关，可联系龙楼镇农业服务中心。

文昌龙楼30多万斤辣椒

南国都市报2月23日讯（记者潘
頔）近日，临高的辣椒迎来了大丰收，今

年辣椒品质高、产量好，然而受市场供

需变化等因素影响，价格低迷和大面积

待销现象，牵动着众人的心。为帮助临

高的农户们解决辣椒的销售难题，助力

乡村振兴，海南本土企业腾辉集团主动

作为，积极对接当地镇政府，确定销售

意向和细节后，立刻组织人手深入田间

地头帮助农户采摘。

2月23日，腾辉集团认购临高县波

莲镇、南宝镇、加来镇等地的待销辣椒，

陆续发车抵达海口，共计70000斤免费

发放至海口周边养老院、福利院，以及

有需要的市民，用实际行动为助农增收

贡献一份力量。

一位椒农说，与爱心企业确定订单

量后，心里就踏实了。

南国都市报2月23日讯（见习记
者路静）连日来，海南本土餐饮十八碗

采购的14万斤临高县加来镇待销辣椒

陆续分批次到货。

屯昌店送出380斤、儋州店送出

400斤、陵水店送出400斤、文昌店送

出350斤……2月23日中午，随着用餐

高峰期的到来，十八碗全省各市县门店

爱心助农辣椒的发放数据也实时更新，

越来越多进店用餐顾客、路过门店的群

众领到了辣椒。堪称“椒香全岛”。

微光如炬，汇聚星河。“我们将尽企

业所能，向有需要的社会群体免费发放

助农辣椒。”十八碗相关负责人说道。

海南本土企业伸援手

良种接连落地
海南鲜食花生蓄力俘获“吃货”

寻销路 购辣椒

花生苗上覆着膜，可实现水肥一体化。记者郑光平摄 鲜食花生品种“虎甜”。记者郑光平摄

农户展示待销的辣椒农户展示待销的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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