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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枣庄庄榴榴花花别别样样红红

农历五月，石榴花盛开的时节。在枣庄市乡间公
路两旁，阳光下的榴花耀目绽放，格外美丽。春夏赏
榴花，秋冬品榴果。一颗小石榴，已成为枣庄市的富
民大产业。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枣庄市考察石榴产
业时指出，人们生活水平在提高，优质特产市场需求
在增长，石榴产业有发展潜力。要做好品牌、提升品
质，延长产业链，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
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

枣庄石榴产业如今有了哪些新变化？石榴产业
如何助农增收？记者近日深入枣庄，一探究竟。

变化之一：三大基地提品质

去年以来，枣庄市通过建设石榴种质
资源创新应用基地、石榴精品种植生产基
地、石榴盆景盆栽和苗木基地等三大基地
提升石榴品质，夯实品牌建设与产业发展
基础。

5月下旬，峄城区冠世榴园内石榴花正
艳，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清香，花香在雨后
的园区内格外沁人心脾。走在园区内，各种
品种的石榴名牌挂在树上，为游客展示着
各品种来源与推广情况的简介。

石榴产业要发展，种质资源保护至关
重要。“总书记问得很细，对石榴的各个品
种都很关心，我备受鼓舞，这半年多时间也
一直在致力于石榴事业。只有这样，才能不
负总书记的重托，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枣
庄市农业农村局二级研究员安广池回忆起
去年在现场为总书记讲解时的情形依然激
动不已。

枣庄市石榴研究院负责人毕润霞告诉
记者，目前枣庄市建设了石榴种质资源创
新应用基地。去年9月以来先后引进了安
徽、西藏等地的石榴种质41份，现有石榴种
质资源总量已达473份。

今年以来，北京林业大学“林木育种与
生态修复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长期科研基
地”在枣庄挂牌，建立了稳固的石榴太空诱
变育种合作关系。4月3日，国家林业草原石
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批复。

有了良种，种植端也同步发力。2024
年，枣庄市计划新栽培种植石榴40万株，目
前已完成20万株春季种植任务，计划到
2026年新栽植100万株，确保种植面积稳定
在12万亩。据枣庄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涛介绍，枣庄已拨付石榴苗木补助
资金470万元。此外，占地240亩，目前国内
石榴品种最全、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石榴精
品种植示范园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建设，计
划今年9月完成。

据了解，当地还针对石榴对自然环境
和气候依赖性强、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的
实际推出相应保障举措。作为枣庄石榴主
产地的峄城区探索实施了地方财政补贴型
石榴种植保险，保障了石榴产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

“首年保险费由农户和市、区两级财政

按4∶6比例承担，其中市、区两级分别负担
30%，特别是脱贫户自交部分全部免除，有
效减轻了投保群众负担，提高了群众投保
积极性。”峄城区副区长仲维光说。

2019年—2022年，枣庄市石榴种植保
险费累计收入440 . 3万元，理赔支出费累计
343 . 09万元。2023年12月，该项国家级改革
试点正式通过验收。目前，该保险参保区域
已由峄城区扩展到薛城区、市中区和高新
区等主要石榴产区。

石榴盆景是枣庄石榴产业的重要产业
分支，在全国盆景行业有着很高的地位和
影响力。走进拥有设施大棚7800平方米的
峄城区万景园盆景基地，形态各异的石榴
盆景呈现在眼前。置身其中，让人目不暇
接，流连忘返。

基地负责人张忠涛告诉记者，万景园
是目前枣庄市石榴盆景产业规模最大、精
品最多、获奖最多的精品园，现有各类盆景
3000余盆，带动附近6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万景园盆景基地是枣庄石榴盆景发展
的缩影。峄城区委书记张熙滨表示，石榴盆
景盆栽产业是峄城石榴产业最有特色的品
牌，目前已形成年产值5亿元的规模，是最
能帮助农民增收的产业，也是一产为基、接
二连三，实现石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重
要板块。未来，峄城区将继续建设石榴盆栽
盆景和苗木基地，并充分发挥盆景协会的
组织功能和引领功能，扩大石榴盆栽盆景
规模、水平优势，扶持一批石榴盆景盆栽精
品园，培育一批盆景艺术人才队伍，推动石
榴盆景盆栽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开发更多
新颖的石榴观赏艺术产品，高附加值的盆
景艺术品，让农民致富的“钱袋子”越来越
鼓。

变化之二：三大中心延链条

“农产品不加工，等于一场空。”如何将
一枚石榴果“吃干榨净”，发挥出最大价值？
枣庄市通过打造石榴产品精深加工中心、
石榴产品贸易中心、打造石榴文旅休闲观
光中心三大中心交出了答卷。

石榴气泡水、石榴果汁、石榴酒、石榴
茶、石榴面膜……近年来，枣庄市不断丰富
石榴加工业的产品业态，形成了石榴深加
工聚集区，同时加大以石榴为特色的产业
招商力度，持续深化与王老吉、韩国正官庄
等行业领军企业合作。

去年以来，枣庄相继上市百乐可石榴
气泡健康饮品等深加工项目，开发出石榴
气泡健康饮品、石榴酵素食品、石榴系列美
妆护肤品等产品十余种，推动石榴产业向
集群化方向发展。

目前，枣庄市石榴加工和销售企业发
展到75家、产值达17 . 4亿元，开发石榴深加
工系列产品8大类36个品种，其中石榴汁、
石榴酒、石榴茶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5%、40%、85%。

有丰富的产品也要有畅通的销路。枣
庄市依托石榴品牌价值，正在打造占地约
45亩、规划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的中国枣
庄石榴综合交易中心，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
入使用。

据峄州财金集团董事长张玉珠介绍，
该中心主要建设石榴交易综合体、批发零
售交易区、全国交易大数据中心、沿街商
业、中转冷库等设施，建成后该中心将以新
质生产力为统领，集中展示和销售石榴鲜
果、盆景、种苗、工艺品，以及石榴酒、石榴
汁等精深加工产品，巩固“买全国卖全国”
的交易格局，为市场主体提供农产品订单
交易、行情展示、信息咨询等服务，实现产
销对接线上化、可视化、智能化，打造“一带
一路”国际石榴贸易集散地、全国石榴重要
供应链中心，辐射带动石榴产业及延伸产
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石榴产业链
条不断延伸，业态不断丰富。枣庄市近年依
托石榴产业发展休闲农业，“石榴+旅游”

“石榴+康养”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生态度
假、康体养生、文化创意等旅游新产品层出
不穷。

“丑俊莫嫁张庄郎。”这是以前形容薛
城区张庄村贫困面貌的民谚。而如今的张
庄村已然换了面貌。石榴超市、石榴电商直
播、科技小院、休闲观光点等都帮助了村民
脱贫增收，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样貌。

枣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磊表示，枣
庄围绕不同风格线路主题，策划推出了“榴
光溢彩”田慢游、“非遗技艺”研学游、“花开
满园”赏花游3条石榴主题精品旅游线路，
以及中华石榴文化博览园“石榴博物馆”、
青檀寺“檀石一家”、万福园“榴花仙子”等
打卡地。目前，以民族团结进步为内涵的冠
世榴园民族风情谷正在建设中，将为冠世
榴园文旅产业提供坚强支撑。

变化之三：三大工程增动能

“这一年多来，村里年轻面孔多了，有专
业种植的、直播带货的、搞观光的......大家发
展石榴产业的信心与干劲儿更足了。”峄城区
榴园镇朱村党支部书记刘怀富谈及最近一年
村里的变化，感慨地说。

产业发展的势头还体现在一系列项目的
积极落地：3月25日，枣庄市与布瑞克农业互
联网公司就石榴云数字经济(枣庄)产业基地
项目顺利签约；4月3日，山东供销农业服务集
团鲁南有限公司与3家公司签订石榴种植托
管合作协议。

这些都是产业发展的缩影。发展乡村产
业需要源源不断的科技、人才和龙头企业等
诸多因素的共同发力。自去年9月以来，枣庄
市通过实施科技创新工程、人才引育工程、主
体培优工程三大工程增强产业支撑，提升产
业发展动能。

据枣庄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希荣介
绍，枣庄市正对接国内农林科研院校，积极申
报建设石榴产业技术研究院、省级技术创新
平台等，搭建石榴种苗培育、产品研发和成果
转化综合平台，加快石榴衍生产品研发创新
和产业化。加强石榴产业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强化产业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农村
实用人才引育。目前已组建完成全市石榴产
业专家库。

“我们积极鼓励引导吉美大健康、美果来
食品、峄州生物科技等企业实施技改项目，培
育一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省级‘瞪羚’企
业，增强企业竞争力。如今吉美大健康产业园
技改项目近5000平方米洁净车间已建成。亚
太石榴酒、美果来食品已成功认定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吉美大健康、峄州石榴茶已成功
认定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王希荣说。

枣庄市委书记张宏伟表示，下一步，枣庄
市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祝乡亲们的生活像石
榴果一样红红火火”的祝福，作为石榴产业
发展的主旨思想，聚焦石榴产业提质增效和
农民增收致富，以全产业链建设为抓手，以
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为核心，强
化政策扶持、科技赋能、要素保障，在种植模
式、产品开发、产业融合、技术支撑、辐射带
动等方面实现突破，放大“冠世榴园·生态枣
庄”品牌效应，全力推进石榴产业高质量发
展。（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徐恒杰
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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