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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庄瑜 郑德阳 滕庆
海）在句容，提起葡萄自然想到的
是丁庄村，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白兔唐庄村葡萄的名气并不
比丁庄差，享誉一方的美人指、夏
黑等品种，成为那时唐庄人的骄
傲。然而由于多种因素，此后的
10多年，唐庄的葡萄从数量和品
质都逐渐滑坡，说起葡萄，人们很
难再想到唐庄。对此，唐庄果农
心存不甘，近年来，他们在技术、
销售、品牌等方面重新“整装”，让
唐庄葡萄焕发新的生机。

日前，记者来到唐庄村，果农
们正在采摘葡萄，前来购买葡萄
的车辆就在果园旁等候，合作社
里，电话铃声不时响起。村书记
步红兵告诉记者，由于今年雨水
充足，葡萄品质好，许多客户前来
认购，每天销量在 2000 多公斤。
目前，全村 1200多亩葡萄销售已
进入尾声。

记者走进果农朱国军的葡萄
大棚，他正在将分拣好的葡萄装
箱，准备销往镇江市区。他种植
葡萄已经 30多年，从当初的 7亩
到现在的 3 亩，虽然种植面积减
少了，但葡萄品质好了，收入并未
减少。剩余的几亩地种上了草

莓，每年草莓加葡萄的收入超过
10万元。冬春季，客户在他家买
了草莓，夏秋季，也会想到他家的
葡萄。因此，他有了固定的客户，
自然不愁销售。

朱国军曾经历过唐庄 30 年
前葡萄销售的火爆，如何重现当
年的辉煌？朱国军说，种植技术
的更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标准
化的种植模式是关键。这位“葡
一代”说的话正是唐庄努力的方
向。记者了解到，唐庄去年成立
了果品合作社，对全村葡萄、草莓
种植户进行统一管理，对外销售
用上了唐庄合作社的标志，技术
上与省市农科院合作，引入标准
化的种植模式及技术，聘请了多
名葡萄专家进村全程指导。最近
还准备与一家单位合作，新上果
品冷藏项目。

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的实施，
使唐庄的葡萄品质明显上升，从
而带动了各个品种葡萄的销售，
价格同比提升10%，一些超市、公
司也与唐庄签订了长期销售协
议，南京一家销售公司一次性购
买1000箱葡萄。

记者在采访时，还在合作社
见到一场由句容市唐庄葡萄合作

联社打造的直播助农活动，合作
联社将葡萄搬进直播间，两名带
货主播正在向网友介绍阳光玫
瑰、巨峰、夏黑等地产葡萄的各类
细节，同时，优惠的价格也让观众
们获得更好的购买体验。整场直
播气氛热烈，互动不断，扩大了唐
庄葡萄的知名度。

记者了解到，唐庄村是“大棚
美人指葡萄种植为特色的专业
村”“全国美人指葡萄标准化示范
区”。美人指葡萄颇受消费者青
睐，合作社将此品种作为传统品
种，经过技术改良，现在美人指葡
萄重登市场便获好评。今年美人
指销到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被
100 多家超市作为指定配送果
品。一位果农告诉记者，今年美
人指葡萄经过技术改良，加之无
公害的绿色种植，品质和外观都
有新的改进，他家 5 亩美人指在
本月初就销售一空。

唐庄村书记步红兵向记者介
绍，唐庄村下一步将与张奎峰合
作社合作，结合村庄整理实施环
境绿化、果园美化，修建连接果园
道路，开办一些农家乐，让游客进
村庄、入果园，带动旅游，拓展销
售渠道。

重拾信心、重塑品牌、重回市场

唐庄葡萄“整装”出发焕发新生机

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丁汉平
本报记者 栾继业

“丹阳香米以前在上海非
常出名，但现在卖不过苏北大
米，竟被挤占了市场！”“怎样
才能把地产好大米销出去，除
了大家抱团发展外，政府和相
关部门也要为打响丹阳大米
品 牌‘ 站 台 ’，一 起 吆 喝 助
力！”……9 月 19 日下午，丹阳
市农产品协会会议室里气氛
热烈，近20名从事粮食规模种
植及稻米加工销售的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主，作为协会粮
油组会员齐聚一堂，纷纷就做
优做强地产优质稻米产业、拓
展地产好大米市场畅所欲言。

提起目前丹阳优质稻米
在省内外市场销售现状，延陵
镇大吕村党总支书记、丹阳市
兰洋岸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谭平华可高兴不起
来。“就米质和口感来说，苏北
大米远不及丹阳优质大米。
但今年 5 月，我们去苏北考察
发现，兴化大米、射阳大米、泗
洪大米等在当地政府的精心
打造下，在市场上品牌却很
响！”谭平华表示，在如今线上
电商销售火热的形势下，丹阳
稻米生产者不能仅靠自己单
打独斗，政府和行业组织要加
强引导，促使稻米生产销售的
经营主体抱团聚力发展。同
时还要倡导市民优先购买地
产好米，用消费习惯促进本地
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年豐农场作为丹阳规模
最大的粮食种植基地，已与恒
顺集团签订了订单农业，去

年，“年豐香米”还获得“江苏
好大米”银奖。江苏年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庄玉枫
透露，过去丹阳香米以饱满、
软糯、香甜的特色，在上海市
场声名远播，但现在丹阳优质
稻米在市场上却卖不过苏北
大米，这对苏南唯一的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市）而言，确实
是一大憾事。“我现在通过直
播带货，销量提升了不少。”

“我在 10年前就提出要让
丹阳优质大米进入更多本地
市民餐桌。”嘉贤米业老总、丹
阳市农产品协会副会长谢桐
州坦言，丹阳稻米并不是没有
品牌，协会会员要团结起来、
抱团发展，对品质与品种问题
多作交流和探讨。

座谈会从下午 3时一直持
续到了傍晚 6 时许，会员们仍
意犹未尽，对推进粮食安全、
打响稻米品牌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丹阳
市农产品协会会长陈龙说，这
次座谈针对性很强。协会将
进一步发挥娘家人的优势和
作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
合，关注解决一些重点难点问
题，在政策咨询、专家技术指
导、项目申报等方面将服务落
到实处。“今后我们将组织会
员单位走出去开展农产品展
示展销，提高丹阳稻米等农产
品知名度；不断推进优质稻米
标准化、品牌化生产，进一步
提升稻米市场竞争力；加强会
员的协作交流，推动稻米加工
龙头企业与基地对接，让更多
丹阳优质大米走出丹阳，走向
更广阔市场！”

如何让优质地产大米飘香更大市场？

丹阳稻米生产销售主体
共话产业发展

9 月 20 日，镇
江高新区“庆丰收
知党恩 振乡村”中
国农民丰收节暨助
力“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活动在蒋乔
街道嶂山村文体活
动中心举行。嶂山
马灯、歌舞表演、直
播带货、农民趣味
运动会……丰富多
彩的形式，让农民
分享收获的喜悦，
展望美好的未来。
现场还为辖区最美
庭院、人居环境特
别贡献奖、人居环
境先进个人进行了
颁奖。

文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