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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盛产葡萄的地方很多，但葡萄收获的
季节可以卖到“一天一辆奥迪车”的就不多见
了。茅山镇的丁庄葡萄是一个例外，顶级的葡
萄品种在大型商超货架上卖到498元一串还供
不应求。

丁庄村位于句容市茅山镇北麓，地域总面
积11.18平方公里，从1989年的2亩巨峰发展
到现在的2万多亩、年产近2万吨，这里已经成
为远近闻名的葡萄小镇，“丁庄葡萄”也成为响
当当的时鲜水果品牌。2016年茅山镇获得了葡
萄之乡的称号，丁庄村被省农委命名为“丁庄葡
萄小镇”，并在2017年成为镇江首个农产品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去年丁庄人均收入达到
了41500元。小葡萄之所以能变身大产业，得
益于丁庄人探索出的一条因地制宜、珍惜资源、
集约化立体化利用土地发展之路，让农村一二
三产业有机融合，最终做强了一产，做大了二
产，做富了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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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人难成市，独木不成
林。2009年丁庄葡萄成功注册了商标

“丁庄”，从此丁庄葡萄有了统一的商
标、统一的品牌。

为做好丁庄葡萄品牌，茅山镇政
府从一产的葡萄种植开始就将丁庄
村及周边的种植户联合起来进行了
第一步融合。2015年，丁庄万亩葡萄
合作联社成立，这是一个由 7家合作
社、5家家庭农场，1927户葡萄种植户
组成的组织，茅山镇的葡萄种植户基
本囊括其中。通过“合作联社+合作
社+农户”的组织架构，实行“统一品
种育苗、统一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品牌销售”
的五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使得丁庄
葡萄实现标准化生产。同时，还建立
起了“丁庄葡萄电子商务中心”，创

建了“手机、淘宝、微信、网站”四位
一体的电子销售平台。成立了合作
联社党委，建立管理、技术、生产、营
销四个功能性党支部，形成“镇党委+
合作联社党委+功能党支部”的组织
架构。

68 岁的丁庄村村民方忠云种了
4 亩葡萄，规模不大，但记者发现，他
的包装盒却很精美，上面印着三个
二维码、贴着一张“名片”。方忠云
介绍，“一个是淘宝店、一个是自主
网店、一个是个人微信号，名片上印
着自己的姓名、电话等。”“既是合作
联社可追溯系统的一部分，也可以
让吃了满意的顾客很方便地能再联
系购买。”

产品追溯是质量监管的重要一
环。丁庄村统一编制地块编码表、制

作溯源地块标识，明确田块序号、种植
品种、农户信息等，层层夯实质量安全
责任，实现了“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
踪、质量可追溯、责任可界定”。方忠
云说：“合作联社收购阳光玫瑰葡萄保
底 20元/斤，但对串型、粒重、甜度、着
色度等等都有要求，自己家达标的约
70%，只有老老实实把葡萄种好，生意
才能做得长久。”

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
长方静告诉记者，丁庄葡萄有独具一
格的“五品”特色，即“品种、品德、品
管、品质、品味”，这也是丁庄葡萄品牌
的五大基础构成，在专业的农业合作
经济组织帮助下，形成了产业规模大、
组织化程度高的葡萄品牌产业链,实
现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

“大市场”的无缝对接。

一产融合：千家万户一起培植“丁庄葡萄”品牌

如果说党组织是丁庄葡萄发展的
“主心骨”，那农业科技人才就是拉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千里马”。实现农业
高质量发展,必须促进人才链与创新
链、产业链有机衔接,破解产学研“三
张皮”难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在丁庄采访时，记者听到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丁庄葡萄是一项甜蜜的
事业。”葡萄种植户将这句话挂在嘴
边，无论哪里的客人来了，他们都会分
享这种甜蜜的感受。

在丁庄的葡萄天地中，有一群积
极探索的年轻人，在父辈的传经授道
和远渡重洋赴日求学后，成长为丁庄
独有的“葡二代”。当地政府和合作联
社注重培养优秀的年轻“葡二代”，他
们年纪轻轻却对葡萄的各类专业知识
了如指掌。

陈 志 军 就 是 这 样 一 位 突 出 的

“葡二代”，他曾两次随村里的学习
考察团赴日本学习葡萄种植技术。
回国后就亲手毁掉了自家种植、马
上就要挂果的两亩巨峰葡萄。陈志
军的父亲是“葡一代”，上世纪 90 年
代起开始在丁庄种植葡萄。如今,陈
志军接过了父亲的班。谈及赴日学
艺的经历，他很是感慨：“早就听说
日本的葡萄种植技术厉害，但去了现
场才知道‘牛’在哪里。他们不仅有
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种植技术，修花修
果细节精细，而且亩产有控制，一般
在 2000 斤左右，这样葡萄少而精，
品质很高。”

近年来，茅山镇政府和丁庄万亩
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组织了共 240人次
的“葡二代”，赴日本学习先进的种植
技术。这些优秀的“葡二代”和种植大
户还兼任“营农指导员”，他们一边接

受农业专家的培训，一边负责技术指
导种植小户和家庭困难户，帮助他们
种植实验基地，开发新品种，目的就是
让每一个合作联社的家庭成员不掉
队，分享葡萄产业的甜蜜。此外，丁庄
村还与镇江市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
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等有关高等
院校、研究院联合，定期聘请教授、专
家为果农上课，传授葡萄栽培新技术，
不断提升葡萄品质。

随着葡萄产业品质提升和知名度
的扩大，葡萄的衍生品也不断地被开
发出来，与葡萄相关的第二产业也逐
步兴起并做大。除了原有的葡萄酒、
葡萄籽油以外，近年来还逐步推出了
葡萄萃、葡萄干、葡萄果冻、葡萄曲奇、
葡萄奶昔等 24种衍生品，其中明星单
品“葡萄萃”已经实现批量投产，深受
市场欢迎。

二产融合：让一季葡萄变身四季富民果

有网友形象地说，丁庄葡萄，晒个
甜蜜都是国家级，你吃的每一粒丁庄
葡萄，都是国家地理标志。

丁庄葡萄做成了知名品牌，茅山
镇党委政府加大了全产业融合的力
度，强化“旅游+”的联动机制，不断
结合葡萄开发新业态旅游产品、激发
全域旅游的发展潜力。政府以葡萄
为媒，大力发展集观光、休闲、旅游、
采摘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推动全域旅
游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丁庄葡萄”品
牌的附加值。目前，丁庄村强弱电

“杆线下地”工程和天然气管道铺设
已经结束，完成了 53 公里的道路硬
化和园区内 83 条水泥循环路，清理
河塘 30多个，道路绿化 5公里，新建 4
个葡萄“休闲吧”和葡萄名宿，实施了

葡萄核心区域景观改造及 3000平方
米景观玻璃大棚建设，引领丁庄发展
成为集采摘、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公
园式乡村”，有效推动丁庄葡萄旅游
业发展。

除了完善基础设施外，茅山每年
举办葡萄节，吸引长三角及周边城市
的近 50万客流到茅山旅游，扩大了茅
山人的朋友圈和知名度。而茅山人则
不用出村，就在自家葡萄园里卖光了
优质的葡萄，顶级的品种甚至还供不
应求。从 20多元一斤到 498元一串，
优良的品质加上优质的品牌，甜在消
费者嘴里，也甜在果农的心里。

为了强化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当
地政府积极推动服务内容从生产环节
向信息、融资、加工、运输、销售等产

前、产后环节拓展。围绕葡萄汁、葡萄
化妆品、葡萄保鲜冷链等农产品产业
链开展重点招商、重点扶持，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加快产业发展步伐。

如今的丁庄葡萄产业不仅是茅
山镇的金字招牌，更是句容的一张名
片。近年来，丁庄村先后获得“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江苏省省级生态
示范村”“江苏省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示范村”“句容市文明村”等荣誉
称号。丁庄葡萄多次荣获全国葡萄
评比金奖、江苏优质水果金奖、江苏
名牌产品、江苏水果十大品牌等荣誉
称号。

得益于一二三产业融合，丁庄葡
萄把小葡萄做成了大产业，做成了甜
蜜的产业，做成了富民的产业。

三产融合：小葡萄变身全产业链“金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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