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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

夯实产业基础，打造优势品牌
——烟台市福山区大樱桃产业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总面积 482 平方千米，辖 3 个

街道、4 个镇和 1 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口 27 万，其中

农村人口 17.3 万，拥有中国“鲁菜之乡”“书法之乡”和

“大樱桃之乡”三大国字号名片。多年来，在福山区委区

政府和广大福山人的精心培育下，大樱桃产业已发展成

为我区特色主导产业。目前，全区大樱桃面积 10.3 万

亩，主要栽培品种有美早、红灯、先锋、拉宾斯、萨米脱、

红蜜、艳阳、雷尼等十几个，年总产量超过 8 万吨，产值

突破 10 亿元，亩均收入在万元以上。在中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福山大樱桃品牌价值高达

16.28 亿元。在推进大樱桃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福山区

委区政府坚持实施“一体两翼”的战略思路，即以适度规

模化经营为主体，以科技引领和品牌打造为两翼，努力

实现政府、协会、基地和市场四轮齐驱联动，不断抓大产

业，做强品牌。

1 培育产业规模，造就主体优势

从历史上看，福山区是烟台苹果的发源地，但由于

种种原因，福山苹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低迷，优势

不再。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山区对自然优势进行了深入

分析，找准了大樱桃这一新的主导产业。福山地处北纬

37°，低山丘陵，海风滋润，与美国加州樱桃生长环境相

同，十分适宜大樱桃生产，属于全球为数不多的大樱桃

黄金产区之一。福山区内石灰岩层分布广泛，拥有天然

的高钙砂壤土质，土层富含钙、铁、磷、钾等元素，最适合

大樱桃生长。

为了把自然禀赋优势转化为新的产业发展优势，区

委区政府持续发力，先后多次出台扶持政策，通过宣传

引导、奖补激励、免费苗木、技术服务等一系列措施，把

产业发展方向和农民的积极性迅速引导到大樱桃种植

上来。截至 2006 年，全区大樱桃规模已经突破 10 万

亩。

随着大樱桃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我们在发展的实

践中分析认为，现有的以农户为主体的分散经营模式还

只是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很难形成统一的规模经营优

势。为此，区政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把扶持适度规

模化经营作为新的着力点。从 2016 年开始，制定实施

了《关于扶持大樱桃规模化经营的意见》，对全区通过土

地流转、承包经营、联合开发等方式新发展或进行老残

果园改造达到 10 亩以上规模的，区级财政每亩分别给

予 3 000 元和 2 000 元的奖励，对于发展设施栽培的每

亩给予 20 000 元扶持，同时，对于采取新技术的也明确

了相应的奖励标准。从而，为实现福山大樱桃产业二次

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2 坚持科技引领，保持发展动力

福山大樱桃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形成了独到的栽

培技术和管理经验。自 1871 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将

第一株大樱桃树引入福山，开启了大樱桃 140 多年的栽

培历史，福山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探索总结了大

樱桃先进的管理技术，在全国率先成功应用大樱桃设施

栽培，相继制定了《大樱桃栽培技术规程》、《福山区无公

害大樱桃栽培技术操作规程》、《福山大樱桃地理标志使

用办法》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

吕道飞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农业局 山东烟台 2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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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始终保持大樱桃产业的科技动力，区委区政府

把科技研究与技术推广服务作为重要的工作抓手，确保

福山区大樱桃产业始终保持技术优势。全区先后实施

了一系列科研项目和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国家级大樱

桃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项目，山东省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

动计划——优质高效大樱桃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山

东省菜果茶标准化创建项目，山东省甜樱桃优质高效栽

培技术推广项目等等。2017 年，我区又承担了农业部蜜

蜂授粉及病虫害绿色防控试验示范项目（图 1）。为了将

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我区结合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

业果树研究所合作，先后建立了张格庄姜家大樱桃基地

和福山区大樱桃科研中心（图 2）两个顶级专家基地，聘

请中国园艺学会樱桃分会理事长、北京林果所副所长张

开春担任首席技术顾问（图 3），全面开展大樱桃科研与

推广工作。

3 突出品牌效应，集聚竞争优势

品牌决定着市场话语权和发展主动权，依靠品牌农

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农产品附加值，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和产业发展方向。多年来，福山区高度重视大樱桃“三

品认证”及品牌的打造，目前全区大樱桃注册商标 15
个，有机、绿色和无公害产品共计 26 个，成功注册了“福

山大樱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得农业部“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全区大樱桃认证基地达到 12 个，面积 2
万余亩。福山区先后被授予“中国大樱桃之乡”、“国家

级大樱桃标准化示范县（区）”、“中国优质大樱桃基地重

点区”、“中国樱桃产业最具国际竞争力十强区”等荣誉

称号，我区的张格庄镇被授予“中国大樱桃第一镇”称

号，两甲庄村被授予“中国优质大樱桃产业科技示范村”

称号。为全面整合福山大樱桃品牌资源，着力提升福山

大樱桃品牌形象，2015 年我们启动实施了福山大樱桃品

牌发展战略，对“福山大樱桃”品牌进行全方位发掘整

理、包装设计和营销策划，编制完成了“福山大樱桃”区

域公用品牌发展规划，别具特色地创塑了“福山大樱桃

good”的品牌标识（图 4），提出了“福山大樱桃，个个不用

挑”的价值主张，启动了福山大樱桃品牌管理的综合信

息平台——“樱桃汇”和福山大樱桃自媒体（公众号、微

博）。同时我们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每年都筛选出部

分大樱桃销售企业和标准化生产基地，进行授信经营，

实行严格的政府授信条件和市场监管办法，努力实现福

山大樱桃“好产品”、“好营销”、“好口碑”、“好品牌”、“好

效益”的良性循环和多方共赢，真正让消费者放心品尝

货真价实的福山原产地大樱桃。

图1 农业部蜜蜂授粉及病虫害绿色防控试验示范项目

图2 福山区大樱桃科技研发中心

图3 张开春现场指导大樱桃种植技术 图4 福山大樱桃品牌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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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大樱桃销售采取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模式。目

前，全区建设 30 多个专业批发市场，为果农及来自北

京、上海、沈阳等各地经销商交易提供方便，年交易量近

4 000 万千克，销售额超过 5 亿元，福山区已发展成为全

国最大的大樱桃集散地，拥有全国最大的大樱桃批发市

场（图 5），并最早使用大樱桃预冷设备和选果机等先进

的采后处理设备。同时，在全国 20 多个大中城市设立

了大樱桃专卖销售网点 40 多个，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合

作关系，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我区借助“互联网+农业”

的新模式，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成立了福山区农村

电子商务协会，又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实施“千县万村”

农村淘宝项目（图 6），建立福山阿里巴巴村淘服务中心，

成立了“福山福樱天下”农村淘宝团队，发展 40 余家农

村淘宝村级服务站，福山大樱桃乘上了电商的“高速列

车”，仅去年一年，我区大樱桃电商销售量突破 4 000 吨，

销售额高达 2 亿元。

下一步，福山区将依托“福山大樱桃”品牌战略规

划，确立专项扶持政策，打造一批高质量的示范基地，落

实标准化栽培操作规程，同时，进一步完善福山大樱桃

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保障福山大樱桃品质优良，维

护好品牌形象。在此基础上，运用“农业+互联网”新模

式，加快打造农产品电子商务、电商孵化和仓储物流中

心，采用线上线下销售相结合的模式，为福山大樱桃销

售建立畅通渠道，真正实现优果高价，丰产丰收。

图5 福山区大樱桃批发市场

图6 千县万村农村淘宝项目

3。对蓝莓危害以斑翅果蝇为重，因为斑翅果蝇具有强

有力的产卵器，能刺破蓝莓果皮，将卵产于果内；其余果

蝇产卵器钝，很难刺破蓝莓果皮，只有在蓝莓果实过熟

或果实有缝隙时，才能造成危害。

图3 果蝇对蓝莓的危害症及果蝇蛆虫

5 果蝇的防治措施

果蝇的生活史短且具有高繁殖和自然扩散能力，因

此，蓝莓生产中要有效控制果蝇的危害，可采取以下措施

进行预防和防治。

（1）清理果园、保持果园卫生：清除果园内受害果、落

地果、腐烂果蔬（蓝莓及其他水果蔬菜），因为这些果蔬均

是果蝇的食物源和种群繁殖的场所，此举可有效减少果

蝇的种群数量。（2）适时快采：适时采摘，避免蓝莓果实过

熟，降低黑腹果蝇、海德氏果蝇及伊米果蝇在果中产卵，减

轻危害。（3）糖醋液诱杀：目前对果蝇有效且易于配制的诱

剂是糖醋液，糖醋液不仅可以诱杀果蝇，同时可以用来监

测果蝇的发生情况。将配制好的糖醋液灌入矿泉水瓶

中，在矿泉水瓶上部一侧开直径 0.3～0.8 厘米的孔，倒入

100～200 毫升糖醋液，在其中滴加几滴除虫菊酯与几滴

肥皂液，摇匀，瓶口盖严。在蓝莓成熟前 10～15 天，将瓶

垂直悬挂在健壮的枝条上，瓶底离地面 1～1.2 米，每亩散

布挂 30 瓶，定期清除瓶内成虫，每周添加、更换糖醋液。

（4）药剂防治：在果实成熟前 10~15 天利用杀伤效果好、

降解快、安全间隔期短的生物源、植物源农药（如苦参碱。

甲维盐等）树上喷雾，防止果蝇在果实上产卵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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