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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火龙果、奇异果……新区探索推广“南果北种”结硕果

“南果北种”：强了产业甜了日子

　　在海青镇，有一片80多亩的奇异果园。
这个蛰伏5年之久的奇异果种植园区，今年
头一年量产，便拥有了一群忠实“粉丝”：凡
是来过的客人都成了园区的“活广告”，招
揽了一波又一波新客户。“每天至少有两拨
顾客采摘，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3000
斤。”园区负责人陈维龙笑道，最让人意外
的是来自江苏的某车友会，共七八十辆车
前来采摘。“路边排满了车，都是奔着我的
奇异果来的，让人意外又开心。”
　　“仔细想来，这又是必然的，毕竟‘酒香
不怕巷子深’嘛。”2017年，在陈维龙种下第
一棵奇异果苗的时候，便做好了长期投
入的准备，并立志一定要种出高品质的奇
异果。摸爬滚打的过程，摔跤是难免的。前
几年，单是买苗就投入了五六十万元。意识
到依赖外来苗的不稳定性，今年，陈维龙主
动学习育苗技术，并成功育出大约500棵
奇异果苗。“我们不使用膨大剂，果子不
大，但口感软糯香甜，吃过的人都说好。”陈
维龙坚信好品质是让园区走得更远的最大
砝码。
　　5年来，陈维龙一年四季都待在园区，
脑子里想的都是让奇异果在新区种成、种
好。“在新西兰，一棵树的产量高达1000斤，
人家的果子是按个卖的，这就是我的目标！”
向着这个目标，陈维龙今年将每亩110棵苗
疏到了70棵，向品质要效益。“离目标还很
遥远，但我不会放弃。”陈维龙坚定地说。

　　海青镇“杉木大叔的园子”是一个颇有
园林风格的现代农业园区，园区负责人杨
宗胜原本从事园林行业，转行后的他在致
力于打造园区景观的同时，还将眼光放在
了“南果北种”上。“要做就要做特色，做别
人没有的，或比别人更优的。”杨宗胜对记
者说道。
　　走在园子里，整洁的道路一旁可见成
片的百香果露天种植区，油亮亮的叶子爬
满藤蔓，翠绿的果子结成串挂满枝头，长势
喜人。“8月底是露天种植区的成熟季，正好
接档设施大棚。”杨宗胜介绍，为保证果子
错峰上市，延长上市时间，园区特意分大棚
和露天两个种植区域，“大棚区清明前后栽
苗，大概7月15日前后成熟；露天区的栽种
时间比大棚晚半个月左右，一般在8月底成
熟。”杨宗胜告诉记者，今年的百香果从7月
中旬陆续成熟、上市，将一直持续到12月
份。目前，园区内百香果种植面积已达60多
亩，亩产约4000斤，年可实现产值900多
万元。
　　如今渐趋成熟的种植体系是不断摸
索、积累经验的结果。2012年，杨宗胜从台
湾引进“台农1号”百香果，经过不断驯化培
育，终于使百香果适应了新区的生长环境。

“我们的果子香味浓郁，果型圆润饱满，品
质一点也不比南方种出来的差。”杨宗胜骄
傲地说，今年，园区新试种了“黄金百香果”
这一新品种，进一步丰富产品种类。

　　“火龙果熟了，现在可以大胆地告诉大家
了。”这是8月16日六汪镇千润生态园负责人王
英发布的一条朋友圈。“前期果子熟的少，刚刚
够园区采摘，根本不敢发朋友圈宣传。”言谈间，
王英脸上满是喜悦。
　　这份喜悦来之不易。火龙果为热带、亚热带水
果，因不了解植物品性，本地鲜有人种植。在多方
考察和学习后，敢于挑战的王英和丈夫辛树民决
定把热带水果引进新区。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
借鉴的情况下，夫妻俩让火龙果在新区安了家。
　　“刚种的时候别说结果了，一年到头果树还
活着就很激动了。”回忆起种植初期的辛酸，王
英记忆犹新。2013年，夫妻俩选中了六汪镇孙家
沟村的一处半山坡开始尝试种植火龙果，成为
岛城首个把南方火龙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的先
行者。从头茬总收获60余个火龙果到如今年产
量超2万斤，王英夫妇已然成为新区火龙果种植
的范本，前来取经者络绎不绝。“如今，新区很多
人也开始种植火龙果了，经常有人来交流经验，
我都知无不言。”王英说，如果能形成规模化种
植，我们乐于分享经验，大家可以抱团发展。
　　张家楼街道八零小伙休闲农场也是火龙果

“南果北种”的一分子。农场负责人王芬学介绍，
园区种植火龙果已经有8年之久，主要有软枝大
红、红绣球、红水晶等品种。今年，园区里的火龙
果种了8个大棚，大约31亩。7月份火龙果成熟
后，游客陆续前来采摘。“我的火龙果大棚，一年
中有大半年的时间游客不断。”王芬学告诉记
者，“南果北种”让自己的农场收益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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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服务小站”，打造“零距
离”“一站式”服务企业的综合性“微平
台”。连续三年对全区各类涉企奖补政
策进行梳理汇编，迭代推出《惠企政策
词典》3.0版，涵盖产业发展、创新驱动、
金融支持等十大类、158条惠企政策。全
省率先发布“惠企政策申报月历”，38
项可申报的惠企政策按月分类，方便企
业及时掌握。将“免申即享”惠企政策
清单拓展至33项，企业无需提交申请，
即可完成资金拨付。创新推出政策“码
上查”，将重点惠企政策整合至一个二
维码，方便政策推广和企业查询。

　　作为山东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
一直以来，西海岸新区先行先试、敢闯
敢干，在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上勇
当标杆、示范引领。
　　自2019年起，西海岸新区连续4年
发起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清单化
提出900多项改革攻坚任务，形成“一
证（照）通”“一照多址”“虚拟地址登
记”“模拟审批”“拿地即开工”“项目审
批直通车”等246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
举措，在全国、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均
获优秀等级，开办企业、跨境贸易等9
个指标全国领先。
　　今年是西海岸新区优化营商环境
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新区正围
绕优化政策、服务、要素、市场、法治、
人文等“六个环境”，开展“三个百”挂

图作战行动，推进305项改革攻坚任务
落地见效。
　　全市首创“商务秘书”托管服务、全
省率先推出“惠企政策申报月历”、在全
市设立首个“企业简易注销专窗”、启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春雨行动”、设立

“个转企”服务专窗、全面推行“标准地”
出让模式、开展“助力企业信用修复”
专项行动……西海岸新区在优化营商
环境改革攻坚1.0至4.0版本持续深耕
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优服务“三减
一优”的基础上，今年的5.0版本进一步
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重点瞄准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用地、用工、融
资等方面的迫切需求，为企业营造稳
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营商环境好不好？改革是否到位？

经营主体最有发言权。为此，西海岸新
区聘请了12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营
商环境观察员和监督员，站在经营主
体的视角，了解反映企业和群众在办
事过程中遇到的堵点、痛点，收集反馈
社会各界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意见建
议。同时，新区建立转办机制，对观察
员、监督员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及
时研究、督办，并予以反馈。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下一步，西海岸新区将以主动服
务、强化保障、优企惠企、激发动力为
抓手，加压奋进、创新突破，扎实推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新区打造成为
企业家愿意来、落地快、发展好、离不
开的创业热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王雪　本报通讯员 王清芬

　　初秋时节，天气微凉，在西海岸新区的多个农业园里，“南果北种”带来的南国风情扑面而来，红红
的火龙果、浓郁的百香果、清甜的奇异果等南方水果，在这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突破。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推动传统种植业向现代化高效种植业转变，探索

“南果北种”农业发展模式，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与旅游观光、休闲采摘相结合的新模式。“丰富新区市民
‘果篮子’的同时，也带动果农走上了致富路，开辟了增收新渠道。”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薛聚基表示。

以创新突破

打造营商环境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