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互联网+”背景下新型荔枝产业的 

营销策略探析 

——以宜宾市大塔荔枝为例 

邓婷 邓子涵 刘志军
1
 

（内江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概念的升温，各行各业都在尽可能地将互联网和行业结合起来创造更多的利益。

宜宾市作为长江中上游的生态屏障和农业大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农产品资源和产业资源，其中荔枝产业在宜

宾全产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互联网+”这个现代模式的影响下，宜宾市传统的产业产品营销

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宜宾大部分地区面临着“产业链单一、营销手段欠缺、村落分布零散、

传统和熟人维系特征明显”等问题。因此以宜宾大塔荔枝为例，提出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采取“线上电子营销为

主，线下推广营销为辅”的营销策略，从多个方面浅谈适用于大塔荔枝的营销对策，以促进宜宾荔枝产业朝着新的

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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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地处金沙江、岷江和长江交界处，“三江”河谷地带热量和水资源都很丰富，无霜期长，发展荔枝生产条件优越，是

四川荔枝主产区之一。迄今为止，仅大塔乡的老荔枝、老桂圆树就近千株，20世纪 90年代新发展上万株，年产特级大红袍、妃

子笑、楠木叶、绛纱兰、糯米糍、铊堤、带绿等名优荔枝。目前大塔荔枝的种植面积达 1000hm
2
，年产量达 1200t左右，产值约

6000 余万元，荔枝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普遍应用化，宜宾传统的荔枝产业的经营模式

显然不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落后性，所以顺应网络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对于宜宾的荔枝产业转型升级有着十分重大

的意义。引入“互联网+”模式，能更加有利于促进当地资源的合理分配，首先数字化高效管理运营，为探究大塔荔枝产业在营

销策略上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基于“互联网+”的背景之下、以大塔为例探究宜宾荔枝产业新的营销策略，这对于宜宾

荔枝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1 宜宾荔枝产业 

大塔荔枝，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也是四川省宜宾县万亩优质荔枝产业示范区。2019年 1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大塔荔枝”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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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塔荔枝品种介绍 

诗中有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宜宾荔枝大力推崇北半球最晚熟荔枝，大塔荔枝果品多在 7 月中、下

旬成熟上市，比国内沿海荔枝主要产区推迟最少半月以上，有效填补了国内荔枝鲜果市场的淡季。大塔荔枝产区作为宜宾优质

荔枝示范园区，有上万株年产特级大红袍、妃子笑、楠木叶、绛纱兰、桂味、糯米糍、铊堤、带绿等十多个品种的名优荔枝（见

图 1）。当地先天地理条件的优越性赋予了荔枝外观和口感上的优越性，果实粒粒饱满、色泽红润，品尝起来更是口感极佳、水

分充足，受到当地和周边市场消费者的喜爱和赞美。 

 

图 1荔枝种植品种扇形图 

1.2大塔荔枝其他基本情况 

大塔荔枝的种植历史较为悠久并早已经形成规模，目前当地荔枝的种植面积达 1000hm2，年产量达 1200t左右，产值约 6000

余万元。2016年，宜宾县大塔荔枝实现年产量 1200t，年产值 2000多万元；2017年，宜宾县种植大塔荔枝面积 0.1万余 hm2;2018

年，宜宾县种植大塔荔枝年产量 10000t。经实地调查，对大塔个户荔枝年产量、种植年限、年收益、种植面积有了基本的了解。 

2 新型荔枝产业营销策略探究 

结合大塔荔枝产业固有的问题和“互联网+”模式，可以因地制宜的采取“线上营销为主，线下推广营销为辅，其他辅助策

略同行”的营销策略，解决大塔荔枝价低出售、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带动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同时提高种植户的收入。 

2.1线上营销策略探究 

2.1.1电子商务平台开发、建设与拓展。 

以电商平台为依托发展业务的经济模式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显而易见，并且越发重要，例如：各行业的微商、网红直播带

货、短视频流量变现等。借鉴已有的电商模式和针对大塔荔枝中间商“吃价”、滞销等问题，提出构建“蜘蛛网”电商模式。

模式涵盖技术层、村管理员、种植个体户三个主体，再用电商网络将这三个主体连接起来。技术层主要负责创建运营平台、审

核发布种植户信息、培训村管理员、产品物流等工作；村管理员则负责建群日常联络本村的种植户，向他们宣传、培训运营知

识；种植户则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和其他社交 APP 推自己的产品，最后由电商运营中心审核信息、接单打包、发快件并返还大于

90%的利益给种植户。这样的蜘蛛网结构既可以节省很多人财物的投入，也可以有效的整合当地的荔枝和其他产品资源，努力扩

大电商平台渠道的营销作用。另外，也要扩大线上营销渠道，借助其他的网上营销渠道并设立自己的网店，比如：阿里巴巴乡

村淘、淘宝、京东商城、拼多多等大众购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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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节日话题玩转荔枝。 

除了可以用精美短视频或者本地网红带货的方式向大众传达大塔产品信息之外，也可以在特殊节日在微博、抖音、知乎等

社交 APP上创建文案话题吸引关注度，例如：“#七夕节，为爱你（荔）的人行动吧！”“荔荔感恩，你还记得那个一直鼓励你

的老师吗？”“宝贝，你是否愿意让北半球最晚荔枝带你双宿双飞？”等话题，一场场话题式的文案更能激起追求食品品质和

情怀的消费者的关注和讨论。 

2.1.3线上荔枝品牌建设与宣传。 

大塔荔枝种植户基本上是务农多年的农民，基本上没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大部分人依然保留着“哪一种好卖就种哪一种”

的思想。对于品牌建设，除了利用电商平台和其他的高流量社交软件对产品进行形象维护和质量维护之外，也要善于利用当地

关于荔枝的神话传说、民俗故事、典故来打造大塔荔枝独一无二的线上品牌形象，例如：游戏封面形象、地方形象大使。2019

年在叙州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李场镇集中打造大塔乡村振兴核心示范园和北半球最晚熟大塔荔枝产业园，接下来李场镇

将继续整合力量，全力推动园区建设，让“北半球最晚熟荔枝”基地成为当地最亮丽的名片，这也将是大塔荔枝最形象的品牌

形象。 

2.1.4荔枝产业与“互联网+旅游”的融合。 

荔枝在当地作为一种具备规模的产业，是可以直接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促成荔枝产业旅游化。例如：建成荔枝绿色生态

农业观光区、鲜果采摘体验区、线上荔枝果园种植——1.5kg鲜果寄到家的活动，让消费者体验不同的乐趣；扩大当地举办多年

的“荔枝文化节”的规模、线上推出荔枝系列菜谱和加工产品，以荔枝文化创新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观光等。另

外，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旅游 APP、社交软件等网络渠道投放宣传广告和节假日优惠活动，比如团游 7折起、景区消费满 500赠

送免费品尝荔枝餐券、荔枝鲜果团购价等，以更多的优惠和亮点吸引游客。在此基础上，以荔枝产业为吸引的前提，再根据不

同的游客人群推出宜宾其他的旅游路线和旅游优惠套餐，用多种方式促成荔枝产业旅游化。 

2.2线下推广营销策略探究 

2.2.1产品直销推广法。 

直销推广就是缩短产品与消费者之间时空距离的推广方式，所以在此提出在大塔“建立线下水果直营店”和“地方直销”

两个方案。建立线下水果直营店，就是将大塔的荔枝和其他的水果集中起来建立一个线下直营店，店内不仅仅可供消费者和游

客挑选购买，也可以为其他的小型水果店提供批发和网上供货服务，大大提高了荔枝线下销售份额和收益；地方直销就是通过

本地水果商将大塔荔枝和其他新鲜蔬果带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消费者亲自触碰到大塔的荔枝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在提高大

塔荔枝和其他产品知名度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塔荔枝的市场。 

2.2.2荔枝文化节狂欢。 

7月是“热情似火”的，不仅是大塔荔枝闪亮登场的开始，也是大塔荔枝文化狂欢节到来的开端。每年 7月中旬荔枝文化节

都会如期在宜宾市叙州区李场镇开幕并举办一个月的狂欢活动，文化节以“发展现代特色水果产业、打造乡村振兴核心示范”

为定位，围绕“大塔荔枝”向大众展现荔枝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增强狂欢节的影响力，活动期间除了开幕式文艺演出、乡村振

兴我先行晚荔之乡欢乐跑、全城寻找大塔锦鲤、大塔荔枝进高铁西站活动、晚荔之乡书画摄影创作征集活动、嗨翻晚荔之乡亲

子趣味活动、儿童自行车迷你骑行赛等活动以外，还可以增加荔枝竞价拍卖会、荔枝展销会、荔枝品尝竞猜赢大奖、荔枝游园

会等活动。另外，将荔枝佳肴、荔枝深加工产品带入文化节，参与者可以参与到制作荔枝佳肴和体验大塔荔枝不同的风味之中



 

 4 

去。荔枝文化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对大塔荔枝积累人气和增加收益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2.3拓展荔枝主题体验渠道。 

大塔荔枝的线下营销光靠各种推广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拓展以荔枝为主题的线下体验渠道。打造荔枝主题农家乐，

以农家乐为载体，在传统吃喝玩乐的基础之上融入荔枝元素打造更贴切大塔风貌和特色的农家乐园，比如创建鲜果采摘烹饪一

条龙服务、制作荔枝元素手工纪念品、搭建荔枝元素的小型儿童游乐场等，用新颖的主题特色吸引游客体验和消费；继荔枝文

化节，举办一次荔枝特色美食节，让参与者品尝宜宾特色美食的同时体验不同的荔枝风味。为了更好地提升食客体验感，可以

在传统荔枝菜谱之上进行创新，推出古风荔枝糕点、荔枝果饮、荔枝夹心奶油蛋糕、荔枝芝士馅饼等新颖吃法，这样不仅能在

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也能创造荔枝更高的价值。 

2.2.4延长产业链，拓宽产品营销渠道。 

大塔的水果营销模式以出售鲜果为主，而这种营销模式大大地降低了荔枝的价值，这也直接影响大塔水果经济的发展。近

几年，在当地政府和产业区的共同努力之下，当地的产业链得到了延伸，包括扩建鲜果加工厂、饮料生产车间，生产荔枝果肉

罐头、果肉脯、干果、果啤果饮、荔枝味糖果等系列产品。产业链得到了快速延伸，也需要适合的营销策略进行市场推广，而

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寻求他方合作、联合营销。 

首先，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购物平台设立网店，为消费者提供线上网购服务，打通线上渠道；其次，由当地政府和园

区负责人出面争取，与周边城市的盒马生鲜、大润发超市、万达永辉超市以及其他商场形成供销关系；最后，联系高人气景区、

步行街、美食街等小吃店面以及学校食堂并达成供货协议，拓展线下销售渠道。通过寻求第三方合作的途径，形成联合营销模

式将会为大塔荔枝开拓更广更多的营销渠道。 

3 结论 

目前，正是宜宾市全面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关键时期，将“互联网+”模式融入到其中将会更加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进程。当然，互联网+模式的优越性也会在荔枝产业的发展中得到延伸和有效运用，采取“线上电子营销为主，线下推广营销为

辅”的营销策略基本上能解决大部分运营过程中的问题，帮助宜宾市尽早建设新型荔枝产业，推动大塔乡“北半球最晚熟荔枝

园区”的建成，让宜宾市的荔枝走向更远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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