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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石湾村脐橙特色产业发展报告
1
 

肖雨辰 

(邵阳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石湾村比起其他村落，有着得天独厚的适应脐橙生长的环境优势，故而当地以脐橙作为其经济发展的

支柱产业。本文在搜集了大量新宁脐橙的相关资料后，通过观察石湾村脐橙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走访当地的老果农，

总结出石湾村脐橙产业的发展特色。通过对特色产业的研究，可以以小见大，发掘其产业总体结构布局的现状。故

而本篇论文是石湾村美丽乡村产业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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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宁脐橙产业简述 

新宁脐橙栽培历史悠久，为农业部和外贸部确定的中国四大出口脐橙生产基地县之一。自 1989 年获农业部优质农副产品评

比金奖后，1997年至 1999年又连续三年荣获湖南省优质水果评比金奖，2000年注册“崀山牌”商标，2002年和 2006年崀山牌

脐橙被评为“湖南名牌农产品”。2007 年 2.05万亩脐橙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有 12个脐橙基地和 4个包装厂获得出境水果

注册登记，崀山牌脐橙已于 2008年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09年，农业部又批准新宁为绿色食品（脐橙）原材

料基地县。2017年 5月，湖南爱匹匹科技公司接到国家商标局正式颁布的“崀澄”商标注册证书。“崀橙”商标统筹了新宁脐橙

的品牌推广，让新宁脐橙在果农原本一盘散沙的自然售卖的原始状态走向集约化、系统化、立体化、品牌化的现代产业经济“四

化”新时代。 

石湾村脐橙作为新宁脐橙的组成部分，也是石湾村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及特色产业。据调研，脐橙每逢 11月-3月就会收获，

分为 952、2904、883 等品种，年产量大致为一万到两万斤。石湾脐橙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 C，甜度适中多汁，具有保健价值

和药用价值；能够预防坏血病、降低胆固醇和血脂，降低患者心脏病的可能，预防胆囊疾病；外形美观、色泽鲜艳、肉质脆嫩、

风味香甜；果实 11月中下旬成熟，较耐储，可以储存在第二年的 6月份仍然肉质脆弱；个头大、没有核，大大提高了石湾脐橙

的ロ感。石湾脐橙具有如上优越性，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故而对其进行的研究，是我们对石湾村建

设美丽乡村调研中的重要ー环，也是必不可少的ー环。 

2 石湾村脐橙产业发展现状 

2.1组织机构现状 

石湾村为发展脐橙特色产业，专门成立石湾村脐橙协会，其宗旨是上联政府、下联果农、内联商家、外联市场，其定位ー

是会员与政府、会员之间的桥梁和纽带；ニ是会员之间进行信息、技术交流的平台；三是保护石湾村脐橙品牌、做大做强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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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主体力量；四是逐步实现会员之间经济利益紧密联系的合作组织，是共同抵御风险的联合体。从当地政策中可以发现，

当地对于脐橙的补助多集中在河西地区。笔者在进行调研后发现，由于河西适宜种植脐橙，地理环境优越，故而对于道路的完

善和树苗的发放都有拨款。又根据河西种植户年收入普遍高于其他地区的种植户，可以得出结论：政府的扶持为石湾村脐橙发

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2.2产业规模现状 

石湾村脐橙示范园自 1998年陆续种植以来，目前已有“纽荷尔”和“崀丰”脐橙 10万余株，共占地 1100多亩，单株产量

达 30— 60 公斤。脐橙园年产脐橙共 300 万余斤，总收入约 340 万元。同时新扩脐橙基地 150 亩，其中红心橙 100 亩，为将来

全村产业发展专业化、规模化打下了基础。 

2.3基础设施现状 

石湾村修建脐橙入园公路 0.5千米，达成 35千米通村草沙路改造指标，并预期将脐橙园区道路及桐子湾 200亩脐橙园水圳

进行硬化，道路硬化总长度 2千米，宽 3米，厚 18厘米，水圳硬化 1千米。石湾村通过对路面及水圳的硬化，防止了积水下渗，

有效增强抗洪排涝能力，进而提高脐橙的产量与品质。 

3 石湾村脐橙产业的特色 

3.1改造适宜脐橙生长的水土环境 

石湾村村干部为了进一步发展石湾脐橙的优势，提高产量质量，带领广大群众开荒种林，并将山坡土改造梯土田，营造有

利于脐橙生长的土壤环境；通过富含营养物质的夫夷江支流河水进行灌溉，这样ー来，在減少用水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脐橙

的产量，还扩大了脐橙的种植面积。 

当地梯田土的厚度约为 1.2m，多为重壤土，且背风向阳、光照充足，PH 为 5.7，满足脐橙种植要求。山坡土改造成梯田之

后，使得排灌更加方便。同时沿河修筑堤坝，下挖蓄水排水沟，使脐橙得到充分生长。 

3.2改进脐橙対外销售模式 

在上世纪，石湾村脐橙种植户对外销售往往通过靠肩担入县城的方式进行，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由于对市场的不了解，很

容易出现商品积压的情況。后来随着道路的改善、交通方式的变更，销售由人力挑担的方式变成了骑着摩托去贩卖，但并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后来进行了两次变革，有效提高了对外销售的效率。 

第一次大的变革是由“走出去”变成了“喊进来”。变革开始后，有老板走到乡村，提前预订当年的脐橙，而后自行运输出

去。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村民的交通运输成本，而且预订这ー环节，既规避了商品积压的风险，又提高了村民的收入，可谓是ー

举三得。 

而第二次变革则是由普通的线下销售转型为有特色的线下销售。据观察，当地在対外主要交通路线旁，会每隔一段路便摆

设ー个水果摊，里面贩卖ー些当季水果。不仅如此，村里还积极发展以脐橙园为中心的生态旅游行业，在旅游中将脐橙进行包

装贩卖，进ー步提高了村民的收益。 

这两次变革，不仅体现了石湾村脐橙知名度的提高、影响カ的扩大，进ー步带动了当地“脐橙”的产业自信，还ー步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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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脐橙对外销售模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3.3发展脐橙特色生态旅游产业 

该村以“百里脐橙连崀山”为契机，以“山-水-田-园-村”为品牌，充分发挥石湾乡村旅游的后发优势，优化整合规划区

观光农业、民俗风情、乡村风景等乡村旅游资源，高水平开发以生态休闲观光、民俗风情体验、乡村休闲养生度假为重点的乡

村旅游产品体系。同时采用特色产业带动+农业观光开发+生态环境示范的复合型发展模式。 

其中的“绿意缤纷园”就是依托新宁脐橙特色产业，联动石湾村其他果蔬产品的种植，让游客享受健康农产品的同时，更

可以体验其耕作、采摘、加工的乐趣，并设置了农田耕作体验区、脐橙采摘园、果蔬种植观赏、果蔬加工エ艺等园区。并以此

作为脐橙产业的核心特色，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3.4开发互联网+脐橙运营新模式 

目前我国的商业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物流产业链也处于突飞

猛进当中，这是电商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为将脐橙种植户的产品更好地推向市场，石湾村脐橙电

商经营户通过天猫等网络商务平台及便捷的物流产业链进行脐橙销售，以减少运输成本，加快资金流转，减少了部分风险。销

售对象ー步扩大，不仅走出了县城，有时还会有外省的老板前来收购。 

互联网+脐橙销售模式最开始是以一家ー户为单位进行，后来成立了脐橙发展协会与电商合作社，号召村内 55 个建档立卡

贫困户（155人）加入合作社。协会与合作社中驻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并对脐橙相关知识进行教授，为村民提供了ー个

方便快捷的学习平台。 

在发展互联网+脐橙运营模式的过程中，石湾村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如第一次进入互联网领域，自己没有相关方面的经验，

故而对于电脑的操作不太熟悉。更多的是由于脱离了传统的“ー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的交易摸式，而担心平台的信

誉问题，于是重新回到了传统的营销模式。为此，村主任徐峰带领脐橙种植户在网络平台上学习和操作天猫后台，向其他村学

习如何营销，同时加大了道路整治的力度，以保障物流交通的顺畅。自此，互联网+脐橙营销正式成为石湾村的ー项固定的摸式，

为村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4 小结 

石湾村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村中大力发展脐橙种植产业。为村民带来了大量收益，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又提高了

他们的生活品质，2018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万元。并于 2017年评为“邵阳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2018 年 8月被邵阳

市农委评为“邵阳市最美乡风文明村”，这与石湾村大力发展脐橙产业是分不开的。石湾村依托环境优势，创新性的改变销售模

式、发展旅游业，从而打造了石湾村的脐橙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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