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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青岛蓝莓如何打造国产水果竞争力
郝凌峰

四月的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万亩蓝莓
园迎来丰收。曾经动辄100多元一斤的“贵
族水果”，如今在电商平台只需9.9元就能买
到一盒。当越来越多消费者发现“实现蓝莓
自由”不再是梦时，这颗紫蓝色浆果的价格
变迁，正悄然折射出青岛培育国产水果竞争
力的深层逻辑——从技术创新打破生产瓶
颈，到全产业链重塑价值体系，青岛用25年
时间，让小蓝莓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致富
果。

科技赋能
从“经验种田”到“智慧种田”

在宝山镇森茂常源生态农业的智能大
棚里，颠覆传统的种植场景令人惊叹：蓝莓
树不是扎根泥土，而是生长在装满基质的栽
培盆中，细密的滴灌管道如网络般延伸，每
株蓝莓的根系都享受着精准配比的营养
液。“这套水肥一体化设施就像给蓝莓提供
了‘定制餐’。”公司负责人指着智能灌溉系
统介绍，根据营养液参数设定，不同生长时
期智能灌溉系统会进行不同配方的水肥供
给，“相比传统地栽，亩产提高20%以上，人
工成本下降 50%以上，上市期还能提前 40
天。”

这种被称为“基质栽培水肥一体化”的
栽培模式，正是青岛破解蓝莓种植“土壤难
题”的关键一步。作为全国最早规模化种植
蓝莓的区域，西海岸新区曾因土壤酸度不
够、有机质不足，面临苗木成活率低、产
量不稳定等难题。青岛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李松坚回忆，2010 年前进口蓝莓
占据高端市场，地头价每斤超过 80 元。

“传统地栽首先需要土壤改良，改良技术
全凭个人经验，技术不到位会影响蓝莓
生长。灌溉浇水也会影响土壤 pH 值和
透气性，需要定期对土壤调酸。什么时
候调酸、如何调酸也凭个人经验，导致蓝
莓生产费时费力，产量不稳定，价格自然
居高不下。”

转机出现在 2019 年，基质栽培作为一
种新型栽培模式开始在蓝莓等作物上进行
示范推广。西海岸新区森茂常源蓝莓基地
率先试点，通过草炭土、椰糠、珍珠岩等材
料的精准配比，配合智能水肥一体化设
备，不仅解决了土壤改良难题，还让蓝莓
单果重从 1.5 克提升至 2.5 克，糖度稳定
在 12 度以上。据测算，“基质栽培水肥一

体化”模式每亩投入约 5 万元，通过智能
化管理，除基础设施外，2 年即可收回成
本，且亩产效益比传统种植高 40%。更重
要的是，这种“数据种田”模式实现了标
准化复制——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介的蓝莓种植基地分布图显示，全市
共有 24 家规模化基地已推广应用基质栽
培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价格亲民化奠定
了基础。

品种突围
从“盲目引种”到“自主引繁”

早期青岛引进的“蓝丰”“公爵”等品种，
存在树体老化、成熟期集中等现象。那时青
岛蓝莓主栽品种的选择只能跟着国外蓝莓
种业公司的节奏走，引进的品种到了青岛容
易“水土不服”。打破僵局的关键在于构建
蓝莓品种引繁体系。青岛蓝莓科技小院，
联合辽宁果树研究所、大连大学等 2 家科
研单位，建立起“引进-选育-推广”全链
条选种机制。在科技小院的品种试验园，
15 个新引进品种正在进行区域性测试，科
研人员通过连续两年观测耐寒性、丰产性
等 18 项指标，筛选出适合青岛气候的“黄
金品种”。

在张家楼街道的青岛优芮农业科技公
司组培中心，无菌操作台上的培养瓶里，嫩
绿色的蓝莓苗正茁壮成长。技术人员小心
翼翼地将外植体接入培养基，组培育苗保证
了蓝莓种苗的品质。“我们每年培育2000万
株脱毒种苗，市场覆盖全国 30%的蓝莓产
区。”公司李经理拿着一瓶组培苗介绍，“根
据客户需要，我们可以订单式开展品种繁
育，保障不同品种用苗需求。”

品种引繁体系的成熟带来的是产业结
构的重塑。如今青岛蓝莓形成早中晚熟品
种搭配的格局：1月下旬，设施栽培的“优瑞

卡”率先上市，填补北方市场空白；5月露地
栽培的“公爵”接棒，凭借超高性价比抢占中
端市场；6月晚熟品种“莱格西”压轴，以高硬
度、长货架期满足深加工需求。在电商平
台，9.9元一盒的亲民装多为露地中熟果，而
精品礼盒装则选用设施栽培的早熟品种，价
格体系层次分明，产业抗风险能力显著增
强。

链条延伸
从“季抛果”到“全年销”

走进紫斐农业科技的生产车间，全自动
无菌灌装机正以每分钟200瓶的速度运转，
深紫色的蓝莓果汁在灯光下晶莹剔透。“我
们的‘莓日饮’NFC果汁去年在天猫创下单
品月销10万单的纪录，复购率超过40%。”公
司负责人辛经理指着生产线介绍，除了果
汁，他们还开发出蓝莓果酒、白兰地、花青素
提取物等 20 余种深加工产品，其中高端蓝
莓白兰地售价超过500元一瓶，附加值较鲜
果提升10倍以上。

这种从“卖鲜果”到“造产业”的转变，正
是青岛破解“增产不增收”难题的关键一
招。早年蓝莓价格高企时，农户习惯“一采
了之”，80%的鲜果以初级产品形式出售，商
品价值较低。2018年市场波动中，曾出现地
头价暴跌30%的情况，延伸链条的重要性愈
发凸显。西海岸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卫
青介绍，全区如今已培育 16 家规模加工企
业，年加工能力达 5 万吨，“鲜果、冻果、果
汁、果干、保健品等多元产品矩阵，让蓝莓从

‘季抛果’变成‘全年销’，有效平抑了市场价
格波动。”

在宝山镇的“金苑果仓”电商直播基地，
每天都有主播对着镜头推介蓝莓衍生产品：
冻干蓝莓脆片、蓝莓蜂蜜、蓝莓面膜……屏
幕下方的购物车不断弹出订单。这种“电

商+文旅+研学”的融合模式，正是青岛打造
的“蓝链三棱镜”共富样板。通过组建蓝莓
协会，50余家企业实现品牌共建，统一使用

“黄岛蓝莓”地理标志，线上开设官方旗舰
店，线下开发蓝莓主题采摘游、科普研学线
路，年接待游客超 50 万人次，拉动消费 3
亿元。“以前游客来了只能摘果子，现在可
以参观智能大棚、体验果酒酿造，人均消
费从 100 元提升到 300 元。”宝山镇相关负
责人在签约仪式上介绍，这种三产融合模
式让村集体年均增收 30 万元，户均年增收
1.2 万元。

产业升级的背后，是组织化程度的提
升。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立蓝莓协会，制定涵
盖种植、加工、销售的 12 项团体标准，建立
质量追溯体系，确保每盒蓝莓都有“身份
证”。在优芮农业的种苗基地，每株种苗都
带有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品种特性、培育
过程和种植建议，从源头把控品质。这种标
准化建设让青岛蓝莓在降价的同时保持口
碑，近三年“黄岛蓝莓”品牌价值增长20%，
入选“好品山东”品牌体系，实现“低价不低
质”的良性循环。

从田头到餐桌，从鲜果到全产业链，
青岛蓝莓的价格“亲民化”之路，本质上
是产业竞争力的全面进阶。当科技让种
植更智慧，品种让产品更多元，链条让价
值更丰厚，这颗曾经的“贵族果”终于褪
去光环，以更接地气的姿态走进千家万
户。正如李松坚所言：“让老百姓吃得
起、吃得好，才是国产水果竞争力的终极
目标。”在青岛的探索中，我们看到的不
仅是一颗蓝莓的价格变迁，更是中国农
业从“跟跑”到“领跑”的生动实践——用
科技筑牢根基，用创新激活潜力，用融合
拓展空间，这或许就是国产水果走向世
界的“青岛密码”。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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