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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盖州巨峰葡萄广受江南市场青
睐，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南方消费
者的“甜食味蕾”。

可溶性固形物达到17%至19%，
可溶性总糖高达18%至24%，盖州巨
峰的糖度能比其他地区出产的巨
峰高出约 3 个百分点。浆果类水
果的特性是“摘下来啥样就啥样”，
不能进行后期催熟，所以盖州巨峰
不论早晚进入市场，都是不酸不涩
的“甜食”。

同时，盖州巨峰串大、粒大，葡萄
穗重800克至1000克，重的可达1600
克，平均果粒重 15 克，最重达到 20
克，比其他地区出产的巨峰高出3克
至5克。

独特品质得益于独特水土。盖

州市果树中心主任孙启振介绍说，
作为葡萄主产区的南部九寨、陈屯、
归州、九垄地、团甸等乡镇，土壤是
深厚的花岗岩风化形成的“铁板砂”，
这种稀缺土壤资源，多营养元素、少毒
害物质、渗水不滞水、养分转化快，所
产葡萄等水果，因富含花青素和类黄
酮，显示出很强的抗氧化效果。

在这一葡萄栽培的地域保护范
围内，灌溉用水大多来自二三十
米，甚至 50 米以上的深井，水质安
全，矿物质含量丰富。加上北纬 40
度的葡萄黄金纬度、光照充足、昼
夜温差大等有利条件，形成了味
甜、多汁、形美的优质巨峰葡萄“小
产区”。

这方土地上的葡萄栽培历史绵

延数百年。据《辽东志》记载，在明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即有盖州
葡萄的栽培，距今已有470多年的历
史。在《盖平县志》中，自康熙二十
一年（公元 1682 年）起，盖州便有了
葡萄栽培历史记载。盖州与辽宁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省果树科学研究
所近在咫尺，成为第一块“试验田”，
40多年来，他们不断改良品种，扩大
栽培面积，发展设施农业，形成丰厚
扎实的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

“盖州葡萄”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在辽宁省第五届、第六届优质
果评选中，盖州巨峰葡萄连续拿下
金奖。9 月 14 日，在锦州北镇市举
办的全国葡萄大赛上，盖州巨峰再
一次获得金奖。

独特水土成就优质葡萄“小产区”

营口盖州市，山海相连的地理
带来了丰富的物产馈赠。这里纬度
适宜、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这里农
林牧渔尽有，是辽宁绒山羊的原产
地，苹果栽培人才的摇篮。

苹果、西瓜、葡萄、桃、尖把梨、
生姜、蚕蛹、鸡蛋、大李子……这些
被经销商和消费者奉为上品、行销
国内外市场的特色农产品，不仅有
个共同的身份——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它们还有个统一的冠名——“盖
州”，这一名称代表的不仅是产地和
品牌，更是地缘和技术优势，以及产
业规模和优秀品质。

这样的“宝贝”，盖州已经拥有8
个，在全省县区中排在前列，而且还
在积极扩充阵营。

100 多年的栽培历史，2.1 万公
顷的栽种面积，31万吨年产量，盖州
火红的苹果却在一段时间里红透市
场。前些年山东苹果“半路杀出”，
在一定程度上阻拦了盖州苹果南下
的势头。

2010 年，从 98 个品种中遴选优
质品种打包申报，“盖州苹果”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盖州
第一个地标产品，2013 年又获评国
家驰名商标，历年来在国家、省农展
会上斩获奖牌100多块。

在省级苹果“一县一业”示范县
的盖州，占总栽种面积 60%的苹果，
通过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实

现标志、包装、生产、管理、销售“五
统一”，用“盖州”品牌闯天下，迎接
市场的检验筛选。南方人重新重视
起它的味道口感，经销商也更中意
它耐储存的品性，盖州苹果搭上发
展的“快车”。

无独有偶，徐屯镇的沙壤地盛
产生姜，过去土得掉渣，如今名号打
响、洋气扑面。盖州市推动徐屯镇
成为国家级生姜生产农业标准化示
范区，成为东北最大的生姜种植基
地。2011年，“盖州生姜”进入“国家

地标”行列，其块大肉厚、口感好、耐
储存的品质越发被人熟识，往往是
生姜还长在地里，就被外地大超市
订购一空，当地市场反而难觅踪影。

苹果、生姜，几辈人“土里刨食”
的依靠，跻身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后
成为一些乡镇精准扶贫和农民增收
的利器。这样的宝贝盖州真不少，
将这条路径推广复制，可助镇域经
济雁阵高翔。

踏入九寨镇地界，满眼都是大
棚。这种当地种植最广泛的“油4”油

桃品种，闯进了哈尔滨、绥芬河、牡丹
江等地的市场，还卖到了俄罗斯。
2013年同批晋级“国标”的“盖州桃”，
目前种植面积达到2100公顷，年产6
万吨。

在“盖州西瓜”主产区梁屯镇，
大棚的水泥柱换成了钢骨架，带来
的直接变化是，西瓜提前一个月上
市，打破往年同期市场上山东西瓜
一家独大的格局，每公斤能多收入
一块钱，打进了“兴隆”等大超市，提
升了“盖州西瓜”品牌附加值。

盖州东部山区占全市总面积的
67.3%，人口占营口市山区人口的
63%。这里被15.2万公顷生态山林覆
盖。盖州认清自己的“一方水土”，盘
活庭院、生态等资源，搞观光、休闲、
体验游，让农民就地转变成农业工
人，让农产品就地转变成旅游产品，
一产三产联动融合发展，40多家生态
山庄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大多数是
专业合作社就地转化的。

通过新技术巧打时间差，桥棚、
冷棚、暖棚相互交叉，不但夏秋季能
搞观光采摘，冬春季也能有鲜果上
市。现在，大棚里的葡萄品种已达
到 14 个，无公害新品种葡萄一公斤
售价高达50元。

万福镇的旅游山庄自酿山葡萄
酒，带动了周边的山葡萄种植业，农
民种植山葡萄的年收入是此前种植
大苞米的近20倍。各个生态山庄所
需水果、绒山羊、蚕蛹、大榛子等农
副产品从农户手中直接采购，以往
农民到 30 公里以外的盖州城区贩
卖，还卖不到理想的价钱，而今这些
名牌产品通过休闲旅游牵动，在原
产地就供不应求。

盖州的农产品，通过申请地标
产品获得品牌价值，得益于盖州的
山水特质；绿水青山搞活休闲旅游，
又提高了农业附加值。实际上，乡
村卖的不单是水果，更多赚的是“生
态红利”。

“地标产品”引领盖州农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继驰

本报讯 日前，由营口市委组织
部、营口市档案史志管理中心编辑出
版的《营口红色丰碑》，已免费发放到
全市各级党组织。

《营口红色丰碑》全书20余万字、
120余幅图片，全彩色印刷，讲述战斗
在营口这片热土上的革命先烈用生
命谱写的英雄故事，引领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继承和发
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努力为
营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贡献。

该书编写组从 7 月初起，对营口
域内26处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6处革命遗址遗迹进行
了全面普查，认真盘点梳理相关历史
事件和英烈人物，积累了丰富素材。

许潇兮 本报记者 张继驰

《营口红色丰碑》
讲述革命先烈故事

本报讯 9 月 22 日，营口市 2019
红旗大集农民丰收节暨“第一书记”特
色产品展销节活动在鲅鱼圈区启幕，
传统的大集成为展示农业特产、农民
精神风貌、地区民俗文化的平台。

在活动现场，来自营口市 300 多
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集体亮相，为
所在镇、村的风物特产代言。合作社
代表、养殖大户、农产品经纪人、手艺
人以及文艺爱好者携带特色蔬菜、水
果、水产品、农副加工产品、盆栽等参
展，展示农产品特色。

丰收节还将通过系列文创设计大
赛、非遗民俗文化展示、手机惠农展
示、特色小吃展示等系列活动，调动广
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农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兰京苇 本报记者 张继驰

“第一书记”
当起农产品代言人

本报讯 9月24日，2019年全国体
校杯足球比赛辽宁赛区的赛事在营口
虹溪谷足球训练基地开哨。这一全国
性足球赛事的区域赛分别由8个省(市)
承办，营口是辽宁赛区唯一举办地。

2019 年全国体校杯足球比赛分
成区域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以各
级各类体校、足球学校为参赛单位。
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份的 30
余支代表队齐聚营口，参加男子U16、
U14 和女子 U16 三个组别的区域赛，
每个组别的冠军将代表辽宁赛区参
加总决赛。

据介绍，营口市足球运动近年来
发展态势良好、虹溪谷足球训练基地
具备大型赛事活动接待能力，是该项
赛事选定在营口举办的主要原因。

付宇晴 本报记者 张继驰

营口承办
全国体校杯足球赛

本报讯 9 月 23 日，营口市启动
民营企业家到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
区实践锻炼活动，10名企业家由此开
始了为期3个月的实践。

本次活动，旨在一方面通过实践
锻炼，使民营企业家亲身感受自贸试
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熟悉了解自贸试
验区相关政策，增强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企业发展的本领，提高民营企业家
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另一方面，发挥民
营企业家联系广泛、资源丰富的优势，
整合资源力量，在引资引智等方面为营
口片区发展献计出力。

营口市委要求参与活动的民营企
业家在实践锻炼期间严守政治纪律、
工作纪律，在兼顾自身企业发展的同
时，到营口片区参加实践锻炼活动。

董 雪 本报记者 张继驰

民营企业家
参与实践锻炼活动

本报讯 9月21日至23日，“器乐
中国·营口有礼”全国首届器乐创意演
奏大赛全国巡回路演“营口站”活动举
行，不同年龄段的800多名选手参加。

全国首届器乐创意演奏大赛由中
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营口市西市区委、区政府，辽宁（营口）
沿海产业基地党工委、管委会和新浪
微博联合主办，通过线上征集和线下
选拔的方式，在全国进行巡回路演，发
现并扶持中国器乐创意演奏人才。

营口站的选手征集包括“器乐演
奏人才”和“器乐全民之星”两项，参赛
者年龄跨度大、涉及乐器广泛，营口丰
厚的音乐文化底蕴充分彰显。

刁雪峰 本报记者 张继驰

800名选手
参加器乐创意路演

金秋辽南，素有“北方大农业缩影”之称的盖
州，眼下正是葡萄收获的时节。因为前期雨量大
造成“上色”较晚、采摘时间后延，今年的盖州葡
萄较往年的果粒更大，甜度更佳，果粉均匀，色泽

饱满。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盖州葡萄，以“巨峰”品种为

大宗。南部乡镇坐拥独特的花岗岩风化砂质土壤，灌溉用
水取自深井，加上纬度、光照、温度优势条件齐备，形成了
优质巨峰葡萄的“小产区”。

“小产区”有特色，大市场随处可见“盖州品牌”。盖州
巨峰葡萄，因广泛栽培有了充足的货源和价格优势，因水
土优质而卖相好、甜度高，因耐运输、耐储存，沿海路、陆路
大批南下，在长江以南市场广受青睐。

盖州市以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
为核心，凝合农业
影响力、竞争力、
发展力，通过定标
准、做品牌，带动
农业规模化、专业
化、集约化和品牌
化发展。

如今，“地标
产品”正在成为盖
州传统农业向绿色
高效农业转型升级
的“引领者”。

放大地缘优势 培育品牌价值
——盖州葡萄俏销江南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继驰

9 月 19 日傍晚，盖州市九寨
镇。联盈水果专业合作社冷库前的
场院，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购代表徐宗礼对打包装箱的
巨峰葡萄进行最后的质量验收，组
织装车发运。三夜两天之后的清
晨，这批巨峰葡萄摆上百果园在广
州、深圳等地的门店货架时，还带着
果粉。

巨峰葡萄具有串形紧密、不易
掉粒、果品薄但韧度高等特质，在纵
贯中国南北的陆路运输及后续的门
店分流上架过程中，水果损耗率长
期保持在5%以内。而果粉，也就是
葡萄表皮那层粉状蜡质的“白霜”，
是检验葡萄品质和新鲜程度的一项
重要指标，是葡萄栽培的土肥水状况
良好和科学用药的直观表现。

24 岁的徐宗礼今年刚从大学
毕业，他是联盈合作社自2001年成
立以来的第八任百果园采购代表。

“对糖度、口感、串形、颗粒等多项指
标进行甄选，我们每年都会从同季
收获、同等价位的葡萄中，优先采购
盖州的巨峰。”徐宗礼说。作为中国
连锁百强中的“水果旗舰”，百果园
在全国有近4000家门店，多数会销

售盖州巨峰葡萄。
徐宗礼出生的前一年，17岁的

杨学群跟随爷爷来到九寨镇。此后
的25年，这家福建泉州的水果一级
批发商，把每年驻寨两个月的“葡萄
之约”传承三代。百果园货车开走
的第二天，杨学群组织发运了 5 个
集装箱。海运到达泉州后，二级批
发商会将这批葡萄迅速铺满周边 8
个城市。

“按往年收获季的情况，我们的
采购量能达到平均每天 10 个集装
箱，今年南方水果行市偏弱，但盖州
巨峰仍然供不应求。”杨学群说，在
新品种、国外品种充盈市场的情况
下，价廉物美是盖州巨峰畅销的“通
行证”，价格低不代表品质低，而是
因为产量大。

目前，盖州市葡萄年产量达到
28.5 万吨，其中 80%以上是巨峰葡
萄。作为享誉国内外多年的鲜食葡
萄品种，巨峰的省内销售占比约为
5%,东北地区占到约 20%的市场份
额，其余浩浩荡荡南下，铺向长江
以南地区，还有部分产品出口到
俄罗斯、泰国、越南、菲律宾、韩国
等国家。

价廉物美的“甜蜜选择”

2013年“盖州葡萄”获国家地理
标志认证之前，盖州葡萄栽培面积
约1333公顷，6年间激增至1.04万公
顷，在全市26个乡镇都有分布，牵动
数十万农户，葡萄产业成为盖州果
农增产致富的重要渠道。

品牌效应牵动的新增量中，极
少有自产自销的种植散户，大多是
果农加入合作社，或将土地流转给
专业公司。如果单靠一家一户的农
民，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单靠合作
社，资金和销售渠道可能成短板。
请来专业龙头公司，三方合作，产量
型转向质量型、内销转向外销、早中
晚上市品种合理搭配等问题都将得
到解决。

盖州葡萄走出一条品牌化反作
用于集约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的
新路子，建立沙岗永旺家庭农场、九

垄地徐乃禄两个省级葡萄标准化示
范区，团甸、九寨、陈屯三个县级示
范园区。

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意味
着“盖州葡萄”成为区域公共品牌。
为把这个“帽子”戴正、戴好，盖州市
明确品牌监督机构，制定“盖州葡
萄”地理标志使用管理规范和质量
控制技术规范，目前已与 12 家葡萄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签订了
推广使用协议。将“盖州葡萄地标”
编入中小学生普及文化读本《魅力
盖州》中，可视为盖州重视葡萄产
业、将葡萄品牌视为“弥足珍贵”的
又一佐证。

围绕地理标志抓食品，盖州市
完成26个乡镇监管站场所和仪器配
备，县级检验检测中心对五大水果
生产基地、七大专业合作社产品进

行监测，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面
积达 3.4万公顷，其中葡萄约 0.55万
公顷。全市绿色食品生产面积 620
公顷，其中葡萄约20公顷。

通过地理标志推广使用培育新
型农民，盖州市聘请专家、结合农
时，对葡萄果农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确保从事葡萄产业的每个农户“最
少有一个明白人”，以提高葡萄生产
中的科技含量，促进增产增收。

因为雨量大等气候原因造成的
“上色”较晚、采摘时间后延，今秋
的盖州巨峰葡萄较往年的果粒更
大，甜度也更佳，果粉均匀，色泽饱
满。为了推动葡萄销售，盖州市委、
市政府精心谋划，正面出击，在竞争
激烈的集中销售中保障果农的稳定
收益，推动当地葡萄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盖州品牌”倒逼科学生产管理

黑紫色的葡萄挂满架。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张继驰摄

盖州优质葡萄正装车发运。

“盖州苹果”丰收，游客来到果园采摘游玩。

速览 SU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