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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春节将近，坚果的销售旺季到
了，奉化溪口镇锦溪村的不少农户
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村里的香榧
销路不畅。

“往年这个时候，村里的香榧
早就卖完了，可这段时间行情特别
差，库房里还囤着 5000 多公斤香
榧呢。”锦溪村党支部书记毛金君
告诉记者，最近 1 个多月来，村干
部、村民动足了脑筋，动用各种关
系搞推销，可香榧还是卖不完。

锦 溪 村 种 了 近 2000 亩 香 榧 ，
是浙江省最大的连片香榧种植基
地。去年，村里香榧干果产量近 2
万 公 斤 ， 比 上 一 年 增 长 了 两 倍
多。“增产没有带来增收，经营风
险却越来越大。”毛金君说，去年
香榧价格大跌，锦溪村出产的优
质生态香榧，往年 200 元/公斤客
户“抢着要”，去年降到了每公斤
140 元至 160 元，还得“贴着脸孔
去卖”。

“今年，更多的香榧树将进入
盛 果 期 ， 产 量 更 大 ， 就 更 难 卖
了。”说到香榧的销路问题，毛金
君不禁连连叹气。

作为浙江省的知名特产，香榧
在坚果界处于“塔尖”位置，零售
价多年来维持在每公斤 200 元以上
的高位。

但没想到的是，近期市场“风
向突变”，记者从我市宁海、奉化
主要香榧产区了解到，香榧价格呈
现“断崖式”下跌，且销路不畅，
榧农收益大受影响。

香榧销售为啥突现“寒潮”？
山区榧乡应如何有效应对，有没有
好办法走出困境？

从“百元1斤”到“百元3斤”
香榧价格“断崖式”下跌

宁波的白领程旭喜欢吃香香脆

脆的香榧，香榧的跌价，让他得以
“大快朵颐”。“以前价格太高，只
能偶尔买一小罐尝尝。现在香榧价
格跟小核桃差不多，我在网上买，
已吃掉了好几斤。”小程喜滋滋地
说。

在市区一家连锁水果店，店员
说，最近香榧便宜很多，买的人也
多起来了。

随后，记者查询了几个大型电
商平台，发现诸暨香榧零售价多在
80 元/公斤至 100 元/公斤，标价超
过 120 元/公斤的已是“顶级货”，
标价“百元 3 斤”的香榧也不在少
数。相比往年“百元 1 斤”的高
价，香榧跌价明显。

奉化壶潭村是宁波有名的香榧
村，家家户户种香榧。村党支部书
记周文元告诉记者，他同样注意到
了网上销售的低价香榧。“‘百元
3 斤 ’ 的 香 榧 我 也 买 来 尝 过 ， 能
吃，但称不上好吃。”同时，香榧
价格的“断崖式”下跌，也着实让
他感受到了危机。

香榧的跌价，业内人士早有预
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
猛。

宁海县一市镇林特站站长俞
益江是个“山货通”，家里也种着
香榧。他告诉记者，香榧树从栽
种到结果、收获，前后需要七八
年时间。以前种的人少，产量不
高，主要产地在浙江诸暨，市场
供给有限，导致其多年来价格居
高不下。

“但这几年情况不同了。看香
榧售价高、利润可观，很多山区
乡镇选择种植香榧来调整产业结
构。像丽水和绍兴新昌等地的山
区，很多农民砍掉竹林、花木改
种香榧树。”俞益江说，浙江香榧
大面积扩产，这两年陆续进入收
获期，产量大增。去年，全省香
榧 大 丰 收 ， 比 上 一 年 平 均 增 产
40%以上。

“香榧树可以产果几十年甚至
数百年，年份越长，树越大，产果
越多，意味着供应量源源不绝。”
俞益江说，供大于求，必然导致价

格下跌。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香榧销售亟须“开疆拓土”

宁海黄坛镇是我市最大的香
榧 产 区 。 目 前 该 镇 种 植 香 榧 约
1.5 万 亩 ， 进 入 始 果 期 的 约 5500
亩。2022 年，黄坛香榧干果产量
约 20.5 万公斤，去年也是大幅增
产。

香榧行情大跌，除了产量猛增
外，还与香榧的市场拓展度不高直
接相关。宁海“抱玉果”公司总经
理娄方青说，香榧是一种小众化的
坚果，销售市场局限在浙江省及上
海、苏州等几个城市。可以说，出
了长三角，很多人根本不认识香
榧，更别说买来吃，其市场认知度
远不及小核桃。

“另一方面，香榧大多是就近
销售。诸暨香榧名气大，可以进入
杭州、上海等城市，而宁海的香榧
主要在宁波市场销售，奉化香榧的
销售范围就更小了。”娄方青说，
在销售渠道未能有效拓宽的情况
下，一旦产能大增，就会竞相压
价。

毛金君说，香榧每 5 公斤青果
可制成 1 公斤干果。往年农户多靠
卖青果挣钱，收购价 28 元/公斤，
最近锦溪村青果收购价降到了 22
元/公斤。“我们核算过，青果收购
加上后续堆沤、炒制、日常维护等
费 用 ， 成 本 就 要 接 近 140 元/公
斤。现在我们的售价只能勉强保
本，如果市场行情继续下行，村集
体就要亏本了。”

据记者了解，在一些香榧产
区，销售商的青果收购价压到了
16 元/公斤，有的干脆不收青果，
只向农户收购干果籽料，每公斤才
50 元。

“如果青果收购价跌到 12 元/
公 斤 ， 农 户 种 香 榧 就 没 有 收 益
了 。” 俞 益 江 说 ， 未 来 几 年 ， 全
省 多 地 的 香 榧 扩 产 势 头 还 将 继
续，价格会不会趋稳，目前还不
好说。

发展新品，引入深加工
香榧产业应拓宽“新赛道”

供 大 于 求 的 状 况 下 ， 单 纯
“卷”价格，看不到出路。

“香榧‘百元 3 斤’，只会把自
己 搞 死 。” 娄 方 青 认 为 ， 目 前 来
看，利用网销、直播搞低价促销，
并不能给农户带来实惠，对香榧产
业发展没好处。

“香榧要拼品质，拼性价比。”
同样是香榧，堆沤做得好，炒制得
法，才会又香又脆。目前，宁海部
分精品香榧，还是能卖出每公斤
200 元以上的价格。

放眼全省，未来香榧产量还将迅
速增长。拓市场已成为香榧产区“破
难”的关键。销路怎么拓？重在创新！

“长期以来，香榧的样子、口
味没有变化，而且不好剥，这制约
了 香 榧 的 销 售 。” 宁 海 县 黄 坛 镇

“ 开 口 笑 ” 香 榧 技 术 指 导 员 秦 剑
说，去年镇里与浙江农林大学合
作，指导“抱玉果”“代代果”等
企业购入激光开口机等新设备，引
进新技术，开发出新产品“开口香
榧”，轻轻一捏，便可去壳脱皮，
使得吃香榧跟吃开心果一样方便。

“开口香榧一面市便大受欢迎，零
售价最高可达每公斤 300 元。”

“接下来，我们还准备研发奶
油香榧、茶味香榧、巧克力味香榧
等新产品，吸引更多年轻女性消费
者 。” 秦 剑 说 ， 通 过 拓 宽 “ 新 赛
道”，有助于扩大宁海香榧的知名
度，抢占更多消费市场。

增加新的消费场景，让香榧有
更多“用武之地”。业内人士说，
今后甚至有可能实现用香榧榨油。

嫁接文旅，让香榧作为“伴手礼”
走出大山。近年来，奉化壶潭村就在
这方面积极尝试。周文元告诉记者，
他正与一家食品企业对接，对香榧进
行深加工，看看能否像果仁或花生碎
一般用于糕点制作。“如果成功的话，
香榧的消费量将大大提升。”周文元
说，虽然困难很多，但多创新多探索，
总会找到新出路。

香榧身价“跌跌不休”

榧乡增产不增收“魔咒”如何破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王英） 记者从鄞州区纪委监委获
悉，作为 2023 年度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专项治理项目之一，该区纪委
监委强化监督检查，促进问题整
改，确保技能培训惠企惠民，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近日，鄞州区
纪委监委对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了一
次“回头看”，经核查，职业技能
培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中需追
缴的资金 78.39 万元已全部追回。

职业技能培训是保持就业稳
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抓
手。去年，鄞州区纪委监委根据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专项治理“点题”
要求，聚焦职业技能培训中培训机
构供需脱钩、违规开展活动、虚报
冒领培训补贴等问题，由区纪委监
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与相关纪检
监察室组成专项监督检查组，确保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高效推进。

专项监督检查组在对某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监督检查时发现，该校
办学许可存疑，培训范围包括电工
培训，但实地查看并无电工培训相
关设备和场地。另外还有培训补贴
记录丢失、招投标合同不规范等问

题。鄞州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
监察组通过纪检监察建议形式将问
题反馈给区人社局，该局相关负责
人立即约谈了该校校长，按规定作
出处理。

经过前期排摸，专项监督检查
组发现企业技能培训需求旺盛，但
实际能够开展培训的学校很少，技
能培训课程偏离企业需求，有些进
驻企业的培训也存在走过场等实际
问题。为此，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
纪检监察组督促区人社局对全区
69 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行政
约谈，并推动出台 《鄞州区关于
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举
措》，鼓励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进驻
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推进企
培深度融合，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的规范性、针对性、实效性。自
专项治理开展以来，该区排摸重点
企业 200 余家，共进行监督检查 33
次，核查疑点数据 4434 条，查实
违规补贴 78.39 万元，发出整改通
知 82 份。

“职业技能培训惠企惠民，能
让更多人端稳就业‘饭碗’。”鄞州
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压实职能部门主体责
任，保证培训质量，以治理成效推
动惠民政策落地落实。

鄞州：

强化监督促整改
确保技能培训惠企惠民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晴 通讯
员林潇叶 江涵） 1 月 6 日晚，“龙
腾山海 象往新鲜”2024 年宁波
曲艺名家走进象山暨贤庠镇曲艺

“村晚”，在碶头陈村文化礼堂举
行。鄞州区、镇海区、奉化区、慈
溪市、余姚市的曲艺家协会，宁波
评弹联谊会及贤庠镇文联共同选送
作品参加演出。

当天晚上 6 点半，文艺演出正
式开始。开场节目是由贤庠镇文联
带来的《盛世鼓舞》。随后，滩簧新唱

《乡音乡韵》、宁波评话《智斗高俅》、
宁波走书《锦绣奉化任你游》等传统
与现代相结合的曲艺表演纷纷亮
相。独角戏《问路》、小品《有缘就是

福》、四明南词《火种》等节目，更是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本次活动还特别安排了唱新闻
《徐福到象山》、快板书 《三打白骨
精》、说唱 《知足常乐幸福来》、弹
词开篇 《宝玉夜探》 等具有地方特
色的节目。

“众多宁波市曲艺名家齐聚象
山，为当地居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的
曲艺文化盛宴。”浙江省曲协副主
席、宁波市曲协主席沈姿颖高度评
价这场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安
排了“宁波曲艺高质量发展”专题
研讨会，与会人员就宁波曲艺的传
承与创新进行了深入交流。

我市曲艺名家走进象山“村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