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良妍是好清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好清村委会是位于十月田镇的一个黎族村

庄，过去多以种植甘蔗为主要经济来源，但收益

不显，缺乏特色产业，乡村基础建设薄弱。

20世纪80年代，好清村独特的地理优势吸

引到了外来企业的注意，选择在好清村租用一

百亩田地投产凤梨种植。这也是好清村与凤梨

缘分的始端。

“因为我们村气候好，阳光充足、雨水少，

种出来的凤梨甜度会很高、口感好，同时土地

资源丰富。几十年前有一位省外商人来到村

里投资种植凤梨，我偶然得到了在凤梨种植地

中工作的机会……”2月28日中午，刚刚结束

凤梨分拣工作的李良妍望着广袤的凤梨种植

地陷入回忆。

起初，因产业垄断、知识面受限等因素，村

民们无从得知种植凤梨的技术手段与产业的发

展情况，仅从中收取低廉的土地租金。1993

年，机缘巧合下，李良妍成为台商凤梨种植地中

的一名帮工，在日渐接触学习下，对凤梨产业发

展有了越发清晰的认识。

“大概是2000年，我选择离开了之前的工

作，出来自己创业，自己种植凤梨。在以往工作

学习的基础上，不断地摸索尝试，播种、收成，生

意慢慢地步入了正轨。”

如今，李良妍共种植了两百多亩凤梨，通过

自产自销，每年收益达几十万，从过去的一名普

通帮工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生活实现了“华

丽蜕变”。

“既然看到了种植凤梨的优势，那就要推广

出去。”作为好清村敢于争先的典范，李良妍在

取得一定成果后，便积极向村民分享他种植凤

梨的经验、心得，同时延长产业链，在凤梨包装、

分拣、物流等环节提供大量工作岗位，积极拓宽

当地就业途径，助力家乡产业振兴。

不少村民在李良妍的带动下，纷纷投身

于凤梨产业中，好清村田间地头的凤梨产量

越来越高，为后续发展特色地域品牌奠定了

良好基础。

二十一世纪初，从李良妍到更多田间地头

热火朝天的身影，成为好清村书写“凤梨故事”

的重要开篇。

随着凤梨种植规模发展壮大，好清村制定了

凤梨产业发展“四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是提升品质。村庄在稳定规模下引

进香蕉凤梨、芒果凤梨、冬蜜凤梨等新品种，探索

推广自然熟等高品质种植模式，走标准化、高品

质的发展之路。“目前我们主要种植的品种还是

以凤梨17号、香水菠萝为主，此前引进的芒果凤

梨、冬蜜凤梨四月底会收成上市，新品种甜度更

高、价格更好，作为昌江首次引进的新品种，之后

会扩大种植。”好清村党支部书记何建才说。

第二步是交流合作。“每年都会组织致富带

头人参加培训，及时掌握凤梨产业前沿科技、最

新信息、发展方向。同时积极参加各类农产品展

会，进一步推广好清村凤梨品牌。”何建才说，未

来好清村会提高主动性，加强与省内县内种植凤

梨优秀企业、资深基地沟通交流、互联互动，寻机

与业内企业、种植专业户交流合作。“目前我们的

凤梨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此前也有出

口的尝试，未来也会不断拓宽销路，让好清村凤

梨走向更远的地方。”

第三步是深度融合。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推进“稳种植、强营销、深加工”“多引擎”驱动，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合作建立凤梨产品分拣包装原

产地仓库和服务中心，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

何建才告诉记者，当前，好清村正在申请‘好

清凤梨’地理标志，成功后将进一步为产业赋能，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我们还将在昌江农产品仓

储物流产业园建设加工厂，目前衔接资金已到

位，计划研发凤梨汁、凤梨豆浆等产品；此外也曾

开展过凤梨采摘等活动，未来将谋划开发研学路

线，探索‘凤梨+旅游’融合途径，民宿、饭店等方

面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规划中。在传统种

植外，好清村将围绕凤梨不断探索打造新业态，

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最后一步，也是好清村长久以来坚定走好的

一步——创建美丽乡村。未来，好清村将立足产

业优势，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乡村振兴行稳

致远，以“好山好水好清村”的目标一路前行，持

续探索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走

出具有“好清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虽然商机初显，但因对“舶

来品”的顾虑，以及成本、技术、

销售渠道等各方面的限制，好清

村的凤梨种植始终没有形成规

模化产业。

为了打造乡村特色品牌，依

托产业优势带动乡村发展，2011

年，好清村开始探索“党支部+龙

头企业+党员+农户”产业发展模

式，一心一意主攻发展凤梨产

业，陆续引入凤梨16号、凤梨17

号、香水菠萝等特色高效经济凤

梨品种。

其中，鼓励农业产业龙头企

业建立联农带农机制，参与产业

帮扶项目，带动群众以自主种

植、土地出租、就业务工等形式

参与产业发展；在打造“一村一

品”的基础上，以种养扶持产业

衔接资金为推力，推动企业（合

作社）主体通过订单生产、资产

收益等方式使脱贫群众嵌入产

业链条分享更多收益，促进脱贫

户增收；鼓励引导村民就近到附

近凤梨基地务工学习掌握凤梨

种植实用技术，以种植基地带

动、村民内生动能“双推动”助力

产业发展。

在政策扶持及企业带动下，

村民和外地种植户纷纷加入凤

梨种植队伍，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也越来越多，全村稳步走上凤梨

产业发展致富的新道路。短短

几年，好清村凤梨产业迅猛发

展，成为该村发展创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

如今的好清村，高标准凤梨

种植基地集中连片、一排排二层

小楼崭新伫立、乡村电商中心日

日接到新订单，跃然一幅农业高

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足富裕的美好生活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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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净利润破亿元
“嘿”凤梨！村民种出致富“金宝贝”

连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
十月田镇好清村村民李良研
十分忙碌。又是一年丰收时
节，村里种植的凤梨即将进入
成熟旺销期，作为好清村的重
点产业，李良研与邻里街坊近
日都在忙着摘果、包装、运输
……随着凤梨陆续销往全国
各地，过去一年的辛劳也得到
了回报。

从1993年接触凤梨种植
开始，今年已经是李良妍与凤
梨“结缘”的第32年。32年
来，好清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新产业、新公路、新房子、
新设备……依托凤梨种植产业
的蓬勃发展，全村经济效益实
现了质的飞跃，好清村成为远
近闻名的“凤梨村”，“甜蜜果”
成“致富果”，全村人吃上了“凤
梨饭”、过上了好日子。

南国都市报记者鲁启兰文/图

2018 年，好清村凤梨年

总产值7200万元，获批全国

香水菠萝“一村一品”示范村。

2019 年，农户人均收入

由7000元提高至1.7万元。

2021 年，凤梨年总产值

达 1.1 亿元，2021年—2022

年连续两年入选“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亿元村”。

2023年，农户人均收入

达到2.6万元。

2024年，全村依靠种植

凤梨年总产值2.3亿元，净利

润 1.1 亿元。截至目前，全村

种植凤梨的农户超过90%，

共计种植面积1.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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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村民正在打包凤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