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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钰婷

土特产，一头连着产

业发展，一头连着百姓钱包。

做“土特产”文章，大有可为，也能大

有作为。

“土”可稳固产业根基，“特”能发挥竞争

优势，“产”又为发展持续助力，“土特产”看

似普通，实则大有发展前景。

在海口，种植三角宁地瓜的地区主要在

美兰、秀英的沿海村庄。得益于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这种沙地里长出来的“土疙瘩”因

其独特的口感，如今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

“致富果”。

让更多土味农产品“出圈”，品牌建设是

关键。品牌建设不仅可以帮助农产品实现

差异化竞争，更能提升产品附加值。从

2016 年的海口市十大农业品牌发布，到

2022 年全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椰城香

见”创建，海口的农业品牌建设，为三江三角

宁地瓜“出圈”创造了契机。

让更多土味农产品“出圈”，质量是生命

线。要全面提升品牌农产品品种创新能力、

精深加工能力和流通供应能力。省农业科

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朱红林认为，

藏在沙地里的三江三角宁地瓜想“走出去”，

要从提高农产品质量、培育农产品品牌两方

面“双管齐下”。

让更多土味农产品“出圈”，农文旅融合

是新路径。秀英区文塘村连续几年举办三

角宁地瓜采摘节，亲子采摘、研学体验等项

目让产业不再局限于种植销售，而是通过农

文旅融合提升农产品核心竞争力，让三角宁

地瓜的“出圈”之路跨出坚实一步。

□本报记者 陈钰婷 赵汶 陈丽园

4月25日一早，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农户郑秋桂扛着农具来到

地里，开挖最后一批三江三角宁地瓜。她告诉记者，三角宁地瓜粉

度适中，粉糯香甜中带有微微的咸味，很受市民喜爱。

在2016年9月发布的海口市十大农业品牌中，三角宁地瓜榜上

有名。近年来，海口市围绕“扩基地、建园区、搞加工、创品牌、拓市

场”要求，擦亮“椰城香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一批特色农产品

品牌。借此，椰城香见·三江三角宁地瓜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擦
亮
﹃
金
字
招
牌
﹄
鼓
起
村
民
﹃
钱
袋
﹄

—
—

椰
城
香
见
·
三
江
三
角
宁
地
瓜
﹃
出
圈
﹄
记

品牌化建设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在 2016年 9月发布的海

口市十大农业品牌中，三角宁地瓜榜上有名。

美兰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区

目前有全国农产品地理性标志注册商标 3个，

三角宁地瓜就是其中之一。该区加大种植扶

持，积极带动农户加入三角宁地瓜种植队伍，

有序扩大种植规模，强化品牌包装推广，通过

线上线下多渠道放大品牌效应，全力做优做强

三角宁地瓜品牌。

在演丰镇，前来观光的游客在游红树林、

吃海鲜、住民宿的同时，还爱上了品三角宁地

瓜、购地瓜伴手礼，这让三角宁地瓜的名声被

更多人所知。

近年来，海口坚持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品

牌化发展，围绕“商标富农”“品牌兴农”

战略，持续开展品牌形象宣传推

广营销活动。在2022年
中国（海南）国际

热 带 农

产品冬季交易会上，海口市发布全新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椰城香见”，自此众多海口缤纷物

产有了共同的名字，这也为三江三角宁地瓜品

牌“出圈”创造了契机。

在 2023年 12月举办的海口市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产业链招商暨“椰城香见”品牌推介大

会上，三江三角宁地瓜等品牌农产品备受热

捧，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嘉宾深入了解这一

“土特产”的魅力，品牌美誉度进一步凸显。

在品牌打造方面，海口市青年

创业就业促进会理事长吴

坤仲建议，可持续

推广农旅融

合模

式，通过打造城郊亲子游、研学游等方式，对

三江三角宁地瓜品牌进行综合开发。同时充

分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营销推广，在团购满

减、短视频裂变和直播带货等方面发力，持续

打响椰城香见·三江三角宁地瓜品牌，促进产

业发展提质

增效。

近年来，虽然三角宁地瓜的市场行情不断

向好，但亩产量有待提高，而且容易遭病虫害。

在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朱红林看来，三角宁地瓜具有果肉细腻、粉

糯香甜等特点，属于优质的农作物。当前海口

仍以小面积种植为主，多采用传统技术，受气

候因素影响较大，种植技术的落后是导致三角

宁地瓜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此外，从市场发

展的角度来看，三角宁地瓜外形不占优势，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竞争力，限制了产

业的长远发展。

面临多项短板，三角宁地瓜的未来发展如

何“破题”？朱红林告诉记者，最首要的任务是

培育良种，而该项工作已是“现在进行时”。

2022年，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在演丰镇建立了三角宁种苗繁育基地，围绕

三角宁地瓜发展“堵点”，重点开展三角宁脱

毒苗及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工作，由该所

的甘薯团队全程指导，全生育期跟踪水肥管

理和病虫害防控情况。经专家测产，高效栽

培技术示范区亩产 1909.94公斤，与传统种植

区相比，产量提升了 68.07%，刷新了三角宁地

瓜产量纪录。

如今，该所已成功育成“三角宁”“琼薯 2
号”等两个三角宁地瓜新品种。其中“三角宁”

已获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这将有效破除三角

宁地瓜在种植方面存在的短板。目前新品种

仍处于试种阶段，未来将逐步推向市场，为传

统产业注入“芯”能量。

朱红林建议，要加大三角宁地瓜种植技术

培训，提升广大农户的种植水平，推广机械化

种植技术，设立示范种植基地，有效带动产业

规模化发展。

据《琼州府志》记载，地瓜在明末清初时传

入海南，至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三角宁地瓜

便是由最早传入海南的那批地瓜，通过改良培

育逐渐演变而来的。而三角宁名字的由来，据

说是因为其地瓜叶片似三个角、果实表面歪扭

好似“拧着”的特征，故取名作“三角宁”。

“三角宁地瓜好吃、好卖，我们村很多人都

种，这是大家地里的‘致富果’。”郑秋桂告诉记

者，演西村是一座靠海的村庄，村内土地经过

海水的浸染，形成天然的松软咸沙地，在这种

土质中长出来的地瓜粉糯香甜、口感细腻，还

带有微微的咸味，市场行情相当不错。

在美兰区，这种口感特别的地瓜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三江三角宁地瓜。据美兰区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的三江三角宁

地瓜种植面积2500亩，主产区位于三江镇眼镜

塘村委会上东洋、海南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外围地区以及灵山镇东海岸一带。这里咸

淡水交接处的咸沙地和广袤的富硒沃土，为三

江三角宁地瓜的种植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生长

条件。

“三角宁地瓜收购价每年都有提升，跟普

通的地瓜品种比翻了不止一倍。”演西村农户

符文菊告诉记者，今年地里收购价在每斤 4元
左右。她今年种了 5亩三角宁地瓜，在卖完最

后这一批之后，初步估计收入超两万元。品质

优、价格好、不愁卖……三角宁地瓜因为较高

的市场价值，成为演西村传统的种植品种，目

前种植村民达到400户。

在秀英区东山镇文塘村振兴产业园，50亩
三角宁地瓜同样喜迎丰收，为了让地瓜“走出

去”、让游客“走进来”，该村每年都会举办三角

宁地瓜采摘节活动。在今年 3月举办的活动

上，游客前来村里品尝地瓜、与瓜农共享丰收喜

悦，青少年群体还体验了特色研学游，在地里田

间学习农业知识……小小地瓜不仅为村庄引

来了热闹人气，还让农户“钱袋子”越来越鼓。

目前，三角宁地瓜的种植地主要在美兰

区、秀英区的沿海村庄。因为三角宁

地瓜深受市场欢迎，目前万宁

等市县也开始种植三

角宁地瓜。

﹃
致
富
果
﹄
鼓
起
﹃
钱
袋
子
﹄

三
角
宁
比
普
通
品
种
价
格
翻
了
一
倍

让
更
多
土
味
农
产
品
﹃
出
圈
﹄

记者手记

品牌化擦亮“金招牌”3
持续打响三江三角宁地瓜品牌

▲3月16日，在第四届文塘三角宁地瓜采摘
节活动上，亲子家庭正在挖三角宁地瓜。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在秀英区东山镇文塘村振兴产业园内，农户正在打包三角宁地瓜。（资料图）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今年，秀英区东山镇文塘村振兴产业园内的50亩
三角宁地瓜喜迎丰收。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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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在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农户向记者展
示刚挖出的三角宁地瓜。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