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销两旺 丰收季节采摘忙
眼下，大坡胡椒迎来大面积成熟，种植户陈

泽球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7月3日清

早 6时许，陈泽球和爱人吃完早餐后，骑着电动

自行车来到自家的胡椒地忙活。

他戴好斗笠，斜挎着一个小桶，站在一株株

胡椒藤蔓前，仔细地观察后，将一串串成熟的胡

椒果采摘下来放进面前的小桶中。不一会，桶

就装满了，他赶紧把采摘下来的胡椒果倒入一

旁的塑料袋中，随即又开始了下一轮的采摘。

“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种植胡椒，经历

过胡椒行情最好的时候，也见证了胡椒行情低谷

期。”采摘间隙，陈泽球讲述自己种植胡椒的经历。

大坡镇的胡椒种植已有 70 余年的历史。

这里的土地为红土壤，种植出来的胡椒果碱含

量高。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产业改革的

浪潮中，当地群众纷纷发展胡椒种植产业。陈

泽球紧跟种植潮流，利用自家的 4亩地种植了

600多株胡椒。

今年以来，受市场供求波动，以及东南亚胡

椒减产等多种因素影响，胡椒的市场收购价格

一路上涨，一级胡椒干果最高收购价达到每斤

50元。在好行情的影响下，大坡镇当地的胡椒

种植户生产积极性大幅提升。

“一株胡椒可结 2斤至 4斤果，今年的干果

销售价格每斤已经突破 30元，行情特别好。”陈

泽球说，为了卖个好价钱，他和爱人每天早上 6
时就走进地里，趁着天气凉爽采摘胡椒，“预计

月底才能采摘完。到时候还得浸泡、晾晒，品质

好的胡椒才能卖出好的价钱。”

当前，在大坡镇的成片胡椒地里，除了忙碌

采摘的农户，各大胡椒收购点，前来购销胡椒干

果的客商和农户络绎不绝。

验货、清点、称重……当天，在大坡镇树德

村的树德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一辆辆载满胡椒

的小货车驶入。该集散中心的工作人员称重

后，用特制的工具戳破胡椒袋，取出部分胡椒干

果验货、检测品质后，随即进行分级分拣。

“受胡椒收购价上涨影响，农户的销售积极

性非常高。”树德村党总支部书记、树德农副产

品集散中心负责人占道全说，截至目前，该集散

中心已累计收购胡椒干果 100余吨，所收购的

胡椒干果主要销往国内的香料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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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特色产业“椒”响曲
□本报记者 赵汶

在连日的采访中，记者看到了农户喜迎丰收的笑脸，看到了生产流水线上的一

款款胡椒创新产品，看到了来自海外的胡椒产品订单源源不断，这是乡村全面振兴

带来可喜变化。

对于大坡胡椒产业发展来说，品牌已经打响，必须紧跟市场需求，持续推进胡椒

系列产品的研发，通过不断推出的胡椒创新产品，实现胡椒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

通过科技赋能，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发展，通过布设健全的产业数字化监测系统，实现

胡椒产业科学管理，实现胡椒产业标准化种植，打造更加过硬的胡椒品质。持续推

进生产设备的升级改造，不断研发出符合群众口味、贴合群众生活的创新产品，以群

众“口碑”赢得市场。

此外，还要加强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推动校、地、企合作，依托科技小院等平

台，为胡椒产业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备人才，真正让大坡胡椒从“圈粉”网红产品

实现长红。

在海南大学琼山区乡村振兴农产品创新实验室内，实
验人员在进行胡椒相关实验。

进入7月，琼山区大坡镇近4万亩胡椒迎来了采摘季。7月1日，在连片的胡椒地里，农户忙碌着将一串串深绿色的胡椒果从藤蔓

上采摘下来放入小桶中。“今年胡椒价格上涨，再加上胡椒已经打开国外市场，我们现在发展胡椒产业的信心很足。”大坡镇东昌居三队

胡椒种植户陈泽球满脸喜悦地说。

近年来，海口市聚焦“扩基地、建园区、搞加工、创品牌、拓市场”持续发力，通过创建标准化示范基地、科技小院和省级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产业园，推进胡椒系列产品精深加工并“出海”、打响“椰城香见·大坡胡椒”品牌等举措，持续推动胡椒产业规模化、产业化、数

字化、品牌化发展。如今，大坡胡椒国内外飘香“圈粉”。 □本报记者 赵汶 特约记者许晶亮 /文 苏弼坤/图

产业要发展，产品是关键。近年来，海口市、

区两级政府就大坡胡椒种植推出标准化、精深加

工等措施，推动胡椒产业可持续发展。

7月 3日下午，记者走进海口杨发绿康胡椒

专业合作社看到，一袋袋胡椒干果正依托现代化

的筛检设备，从 4楼一路经过筛选，被分成各等

级，并经过封装，成为一袋袋待售的胡椒产品。

“这一袋胡椒有 100斤，主要销往山东等地。”海

口杨发绿康胡椒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广介绍。

“你看，这是我们在示范基地里建立的数字化

监测系统，它可以监测基地的温度、湿度、水肥等情

况。”在大坡镇胡椒地理标志标准化示范基地里，大

坡镇常务副镇长李进琪指着基地一侧的屏幕介绍，

依托该系统，该镇可实现胡椒种植的科学管理，以

推进大坡胡椒质量控制体系和胡椒生产技术规程

企业种植标准建立。

琼山区还积极依托本土企业印象大坡公司、

胡椒科技小院，持续推进胡椒品质提升，为胡椒产

品精深加工奠定基础。“我们现正在加快研究快速

脱皮技术以及冻干胡椒等创新产品。新技术投用

后，可实现48小时快速脱皮，提升胡椒品质。”印

象大坡公司总经理何敦富说。

近年来，海口市还通过垦地合作等方式，不断创

新胡椒系列产品。7月3日下午，在国兴大道的海南国

际胡椒运营中心，胡椒薄脆片、胡椒花生糖、胡椒小麦

啤酒等创新产品受到众多客商的关注。“胡椒小麦啤

酒是我们的创新产品，今年上市以来，销售额已经破

亿元。”海南国际胡椒运营中心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

当天，在大坡镇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东昌胡椒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瓶瓶爽口脆

胡椒在生产流水线上经过灌装、贴标、打包等一

系列工序，被工人快速放入包装箱中。

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东昌胡椒

公司副总经理符浩介绍，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升

级生产设备，同时推进胡椒系列产品创新研

发。目前该公司已研发出海盐黑胡椒、胡椒饼

干、胡椒足浴包、爽口脆胡椒、胡椒酱等新品，

“其中，胡椒足浴包产品去年销售了 160 余万

元，爽口脆胡椒今年订单达到 35万瓶。”

近日，首批 9000瓶“椰城香见·大坡胡椒”发

往新加坡。这是“椰城香见·大坡胡椒”首次出口

新加坡，也是大坡胡椒品牌效应的显现。

“我们跟新加坡商超公司达成5万瓶、价值100
万元的胡椒销售协议，会分批出口。”海南农垦热作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东昌胡椒公司副总经理符浩告诉

记者，第一批出口到新加坡的品种有三款，包括白胡

椒、黑胡椒、海盐黑胡椒。这也是海口市依托品牌建

设实现本土特色农产品海外“圈粉”的生动案例。

据介绍，大坡镇是全省胡椒种植面积最大的乡

镇，也是全国最大的现代化连片胡椒生产基地。

今年大坡胡椒预计总产量4000吨至5000吨。为

持续打响大坡胡椒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琼山区积

极推进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大坡胡椒“出海”圈粉。

“大坡胡椒温热辛辣、含碱量高，品质好，近

年来，我们积极打造了‘大坡胡椒’这一地理标

志产品，讲好大坡胡椒品牌故事。”琼山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品牌建设，“大坡

胡椒”成为当地重要的农业名片之一。

琼山区还积极依托“椰城香见”市级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椰城香见·大坡胡椒”母子

品牌，并通过举办“椰城香见·大坡胡椒”推介会

暨品牌营销活动、“椰城香见·大坡胡椒”主题文

创市集等系列营销活动，持续提升“椰城香见·

大坡胡椒”的知名度。同时，该区还在日月广场

建设了琼山区“琼肴佳话”品牌农产品展示展销

中心，对大坡胡椒进行展示展销。

去年以来，该区还首次将“椰城香见·大坡胡

椒”的销售市场拓展至海外市场，通过与具有出

口资质的企业合作，让椰城香见·大坡胡椒“借船

出海”，实现大坡胡椒在海外“圈粉”。

“去年我们实现了大坡胡椒出口 1000吨，这

也极大地提振了广大椒农的产业发展信心。”琼

山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该区将持续

推动大坡胡椒生产线升级，继续开拓海外市场，

让“椰城香见·大坡胡椒”飘香世界。

打响品牌 助力大坡胡椒“出圈”

在海南国际胡椒运营中心内，工作人员展示胡
椒相关产品。

精深加工 强化胡椒产业链式发展

在海南国际胡椒运营中心内，工作人员介绍胡椒平台
数字云图。

琼山区大坡镇农户在采摘胡椒。

在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作人员在打
包胡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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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海口大坡胡椒俏销国内外市场

“小胡椒”做出富农“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