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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特 产 的 研 究 和 开 发
一

二

广西科学院 黄青禾

本文 第一邵份论述 了农业特产的概念
、

地位
、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和 发展前景 等 一 般 问

题
。

作者认为 农业特产的基本特性是消费的 普遍性和 出产的 地域性
。

农业 特产种类繁多
,

是

人 民生活 中不 可缺 少的 成份
,

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 高
,

特产的 地位 将走 来越重要
。

各种特产衬

自然环境 条件都有 自己 的特殊要求
,

其中生 态适应 力最窄
,

也就是对环境要求最特殊的种类
,

“ 肠 以稀 为责 ” ,

成 为最名 贵的商品
。

农业特产 中的水果类
、

食 用填菌等高植缎 旦 白食品
、

由特产加工成的 饮料等轻工业 产品
、

药品 等的 社会需求将 急速增 长
。

每种 农业特产也有 自己

的发生
、

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

新的特产或新的用途不 断被开 发
,

之的特产在 弃件相 似地 区得

到 发展
,

其中有 的种 类在新技 术 的 支持下得到 普及
,

成 为普通 农产
,

从 而 丧失其特产 的性质
。

文章的 第二部份对 农业特产的 发展 战略提 出 了四 个观 点
:

( 一 )
、

充分利 用 华南的热童

资源
,

重点 发展香蕉
、

菠萝
、

芒果等热带水果
,

并可 为周年供 应季节性特产 ( 如柑桔 ) 作 出

贡献
。

( 二 )
、

发挥各地不同 的 自然优势
,

避免 盲 目重 复发展老时 紧缺 的特 产品
。

对于需求

数童大的种类
,

如 水果
,

要 发挥各地不同的 自然 优势
,

发展 各地最 优 的 佳品
,

避免一般化
。

( 三 )
、

衬 于主 要依 靠采集和捕 猎 自然 资源 的特产
,

要 分别 情况 采取保护 和增殖 资 源 的 措

施
,

( 四 )
、

用现代 技 术发展特产
, 以 弥补传统 技 术的 不足

。

春节之前
,

全国各省市商业部门的采购人 员云集南宁
,

希望能够满足他们对八角 ( 又名

八角筒香
、

大筒香 ) 的需要
。

确 实
,

全国人民餐桌上的五香牛肉和咸亨酒店的简香豆都要靠

广西的八角来调味
。

八角是原产于广西西南部丘陵和低山地区的一种地方特产
,

中越边境龙

州县有一个公社就是因盛产八角而以八角为名的
。

本文试 图从对八角的需求这一现象作引子
,

主要联系广西特产
,

探讨一下各种农业特产如何能更好地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和促进我国经

济建设发展的问题
,

提供一些粗浅的看法
,

供大家进一步研究参考
。

一
、

关于农业特产的几个一般问题

,
.

概念
。

本文所指的 “ 农 业特产
” .

是指这样 一些农 ( 林
、

牧
、

渔 ) 产品
:

由于它们

对生长环境或加工工艺有比较特殊的要求
,

因此
,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
,

只能在局部地区出

产 , 而它们又分别具有能满足人们多种消费需要的价值
,

是人们消费品构成中不可缺少的成

份
.

消费的普遍性和出产的地域性是农业特产的基本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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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供的还只是一个定性 的概念
,

还没有能够精确到定量的程度
。

大米在我 国南北都

产
,

一般不能算特产
; 但大米 中也有一些很特别角

,

如香稻
、

黑米等
,

由于它们只在局部山

区栽培
,

数量很少
,

具特有风味或功 用
,

也就成为地方特产了
。

茶叶在小半个中国都 出产
,

在秦岭以南不算特产 ; 但名茶只产于云雾山中
,

并需要特殊加工工艺
,

产量根少
,

就是在南

方也算特产
。

一些普通或较普通的农产品
,

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特有的品质
,

因而超过了其

他同类
,

也可以成为特产
。

“ 农业特产
” 的概念同

“ 多科经套
” 、 “ 二上特产品

”
等概念只是部份重 合

,

不能互相代

替
。

而且
, “

多科经营
” 和 “ 土特产品

” 的含义是很不确定的
,

不是一 个有严格 边 界 的 概

念
,

也不宜借用
。

2
.

地位和价值
。

农业特产的价值主要在于人们在生活上需要它们
、

离不开它们
,

而它

们在数量上又是那么稀少
,

不是经常能得到它们
。

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
,

最重要的不是已经

满 足了的东西
,

而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

上海现在时兴一个名词叫
“
特色商品 ” ,

当然是指工业品
。

特色的意思是与众不同
。

在开

始形成买方市场的今天
,

特色 商品就比没有特色的商品更有竞争力
。

农业特产的特色是比工业

品的特色更具特色的
,

因为 目前它们还不能够用一个标推工 艺在任何地点进行大批量生产
。

不能仅仅根据农业特产在经济统计表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它们的价值
。

遗憾的是
,

在

实际工作中许多重要的农业特产就是因为它们利类多而每一利的产量
、

产值较小而得不到应

有的重视
。

不要说在计划私经济部门
,

就是在科学私教育部门
,

研究农业特产的机构
、

课题

和人员也寥寥无几
。

经营这些特产的行业
,

如外贸
、

土产
、

供销
、

药材
、

果品等
,

都是利技

力量最薄弱的行业 , 而同时
,

却有大量的人力
、

物力在重复研究那些早已研究过了的产品和

问题
。

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弓!起更多同志对农业特产的兴趣和了解
,

从而设法改变那种

在个人消费上十分重视农业特产而在工作安排上粼
`

很少考虑农业特产的不合理状祝
。

3
.

条件
。

农业特产之所以成为特产
,

首先是因为它们的井态适应力比较狄窄
,

只有在

比较特殊的生长环境中才能生存并充分表现其特色
。

这些特产斗志适应力较窄的原因之一是

它们的生产周期往往在一年以上
,

因此
,

在异地弓}科或驯养时
,

每个个体都要经受严冬朴酷

暑等不利气候的考验和淘汰
,

这是限制这些特产分布范围的重要因素
。

在各种环境条件中
,

气候和土壤最重要
。

比较起来
,

气候还是最难改变的
。

因此
,

因为

特殊的气候因素而形成的特产
,

其牛产地域是比较稳定的
。

气候因子中关系最大的是温度
,

其次是湿度
。

特产对温度都是敏感的
。 “ 桃李满天下

” ,

桃和李对温度不敏感
,

因此
,

除个

别珍品外
,

一般不成为特产
。

对温度要求很高的原产热带的特产
,

如香蕉等热带水果
,

海马等热带海产
,

只能在我 国

华南沿海和云南南部很小的区域内出产
,

因而是特别珍贵的
。

有些既怕冷又怕热的热带及南

亚热带山地类型特产
,

如田七
、

罗汉果
、

八角
、

蚝妙等
,

在国内主要也只是在广西部份地区

出产
。

如田七有止血
、

散癖
、

滋补等多利功力
,

可算是有奇效的药材
,

在广西主栽于桂西南

海拔 80 。一 1。。 0公尺的山坡上
。

蛤蚁是著名的强壮药
,

因为它是变温动物
,

既怕冷又 怕 热
,

主要生活在温度变幅较小 的桂西南山区的岩石裂隙中
。

柑桔是亚热带特产
,

分布区近似茶叶
,

在秦岭
、

推河一线以南都有栽培
。 “

桔逾推而成

积
” ,

讲的是 用积作砧木的桔树妹接苗
,

种到推河以北后
,

嫁接上去的桔冻死了
,

而积较耐

寒
,

还活着
,

原来作为砧木的积第二年重新发芽长成积树
。

现在山东胶南一带仍是我国积 ( 中

药名积实 ) 的主要产区之一
。

柑桔分布虽较广
,

但因其果实糖分积累同热量有关
,

产区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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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糖率较高
,

有时可达 1 4 % 以 上
,

超过 甘蔗汁的含糖量
。

近十年来全国柑桔质量评比中名

列前矛的地区 也主要是广西和广东
。

冷也是一种优势
。

广西的平原地带曾多次从北方引种苹果和三北羊 ( 羔皮 用 )
,

都因为

天气不冷和雨水过多而失败
, 一

苹呆可以结 几个
,

但又小又硬 , 绵羊多病
,

很难存活
。

因此
,

那些怕热喜凉的特产理应在气温较低的北方和高原地区发展
。

空气湿 度讨某峰特产的质 鼠有决定意 义 常 年存在饱和空气湿度一一云雾
,

是产生优质

茶叶的必要条件
。

葡萄干是在吐鲁番盆地 {如奥干燥的空气中产生的
。

从黑龙江到云南都生产木

耳
,

但黑木耳中的佳品一一云耳
.

去卜产 于空气比较干燥的云桂边界
,

而在空气湿度较大的广

西东部
,

云耳的优势就让位给更 湃澎润的香菇和耐温而品质较次的毛木耳了
。

某些特产是在特殊土壤 上产生的
,

)一西荔浦县产的槟榔苹头是传统的名牌出口货
,

它的

横截面有紫色槟榔花纹
,

食之有特异吞味
。

大的每 个有三磅到五磅热水瓶那么大
。

它是在富含

有机质的厚层冲积 J几 上
,

用一种特殊的栽培枝术种出来的
。

正如佑州水仙花得以长期独霸国

内外市场一样
,

荔浦槟榔 节也是无 与伦比的
〕

广西有许 多地方学种荔穿甫芋
,

但种出来一般只

有保温杯那么 大
,

J戏味 也不及
。

凡是优质烟叶都 出产在 :年钾低氮的 厂壤 }:
,

而 上壤的高钾低

氮特性同某些地质条件有关
,

非
·

般人力所能改变
,

改也不经济
、

自然环境 都是综合的
, _

L而 不过是为 J
’

方便
,

把主 要因索提 几仁宋强调一下罢
一

r
。

4
.

前景
。

近 年来
,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

在双食 物角需或土可以看 出如 下一些变化趋

势
:

( l ) 刘 水果的需求直线土升
。

在叱饱 了饭之后想吃水果
,

称为
“
饭 后果 ” 。

水果成

了第二粮食
。

人们不仅追求数 最
,

而且要求品种和质吊
一

。

这在北方的 友中城市矛盾特别突 出
。

( 2 、 对植物蛋 白
,

特别是被称 为
“
健康食品

: ” 的食 用典 汽的兴趣 大增
。

( 3 ) 软饮料
,

口!!不含或少 含酒精的饮料
,

特别是用低热 歇的天然甜味素配制成的饮

料能防止肥胖
,

在国内外市场 卜将极有吸弓!力
。

( 4 ) 山于钊化学合成物可能影响健康的恐惧心 卫}J
,

人们 专 天然产物制剂
,

包括药物
、

化装品
、

香精
、

食品添加剂等的兴趣急剧 卜升
,

这将刺激科技部门用更多的力
一

量去寻求和开

发有用的夭然产物
。

在社会需求
、

资源变化和科技进 步等 因素影响 「
, ,

农 业特产也会有一个发生
、

发展和消

亡的过程
。

( 1 ) 付 于需求有限的特产
,

如八 角
、

胡椒等调味 品
,

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稳定的

销售数量
。

( 2 ) 对 于需求量较大而
一

可生产的地域比较 广阔的特产
,

如茶叶
,

在数量上较容 易得

到满足
,

追求的目标将转向优 质品
。

( 3 ) 对于需求量甚大而生产地域有限的特产
,

如热带水果
,

产销缺 口甚大
,

应在经

济
、

社会
、

科技发展计划中作为一个重点加以发展
,

形成一些专业化的热带水果生产和科研

基地
。

( 4 ) 对干一些潜在需求量大
,

但目前由于价格昂贵而消费量还不大 的 特 产
,

如 人

参
、

田七等补品
,

随着人 民消费习惯向高档化发展和 人工栽培
、

驯养技术的进步
,

生产数量

可望大幅度增长
,

同时
,

市场价格也应相应降低
,

使这些特产能普遍进人普通家庭
。

( 5 ) 对 于一些甘产周期较短
、

人们 普遍需求的特产
,

如银耳
、

香菇等
,

由于微生物

技术的进步
,

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家庭式的副业
,

并将在祖国各地普遍开花
。

从这个意上说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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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对于一些人们需求量较大
,

而仅仅依靠采猎 自然资源来获取已不能满足需要的特

产
,

如海洋水产品
、

野生动物药材等
,

要采取保护资源和人 T 驯养的措施来解决
。

二
、

农业特产的发晨战略问题

本文仅就下列四个方面提供 一些着法
;

.

华南 热量资源的充分利用

华南南部在气候上属南亚热带和北热带
,

》 0] ℃积温在 7 0 0 0 ℃以上
,

这些热量是不需要

另外消耗能源就可得到的
,

可以也应 该使这些热量在发展农业特产上得到更加充分和合理的

利用
。

( 1 ) 大 力发展热带水果
。

大人小 孩都 喜 欢香蕉
。

作为一个十亿人 口的大国
,

对香蕉

的消费需要可以说是无限的
。

香蕉是真正的热带水果
,

就是在两广
,

也只是在南部基本无霜

的地方才能安 全种植
。

香蕉虽然只在热带或热带边缘生长
,

但它有个很大的优点
:

在现代技

术帮助下很适合
一

长途运销
,

这使它成为洲际运销的主要热带水果品种
。

华南南部这块特殊的国土
,

做什么用最合理呢 ? 过去主要种水稻向国家上交大米 , 前儿

年改了一下
,

主要上交 白糖
。

交糖比交大米在热量资源的利 用
_

L是比较合理的
,

因为在那里

甘蔗利用太阳能的效率比水稻高一些
。

但这几年北方甜菜糖 也上来了
。

甜菜糖和甘蔗糖的成

份是一样的
,

所以
,

白糖不能算是华南特产
。

作为全国一盘棋
,

华南还是应该着重发展热带特

产
。

发展香蕉也是要精心设计的
。

香蕉需要肥沃的土地
,

方便的水陆运输条件
,

包括冷藏车

船
,

要有一个周密的全年 均衡上市的产销计划以及一整套技术措施
。

要使这些措施配套
,

也

不容易
; 但比起改变气候来

,

还是比较容易的
。

热带水果种类极为丰富
,

菠萝也是应当讲一下的
。

菠萝具有异香
,

比香蕉更 有 热 带 风

味
。

但因为吃起来麻烦一些
,

中国人刘它的感情稍次于香蕉
。

但菠萝也有一个特别的优点
:

吃罐头菠萝比鲜吃味道更好
,

这是任何其他水果或其他罐头食品都不具备的优点
。

我们不能设

想吃香蕉罐头或婿猴桃罐头会比鲜屹好
。

菠萝的这一优点为它远销各地铺平了道路
。

同时菠萝

还有一个优点是它不和香蕉争地
。

菠萝和香蕉同天不同地
。

香蕉要求中性的肥沃土壤
,

而菠

萝要求的是酸性土壤
,

瘦一点也不怕
,

而在这种酸性土上香蕉是长不好的
。

因此
,

菠萝和香

蕉总是互不侵犯
,

共同发展的
。

其他热带水果
,

还有更优的
。

如芒果
,

其风味当更在菠萝之上
。

只因难于贮运而仅能就

地销售
,

暂时还没有在全国鲜销的可能
。

但是
,

我们应该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

让不是产区的

广大群众
,

都能实实在在地尝尝芒果以及木菠萝
、

番石榴
、

番木瓜
、

番荔枝
、

人心 淤
.

`

黄皮

果
、

杨桃
、

荔枝
、

龙眼等 目前还难以 长途运销的丰富多采的岭南佳果
。

(
`

2 ) 为周年供 应柑桔等季节性特产作 出贡献
。

柑 桔 类水 果也是我国人民普遍喜爱的

水果
,

但可供期太短
,

一般供应期只有冬季三个月左右
,

春节后就基本无货
一

r
。

从两广的 自然

条件和现有柑桔品种资源看
,

己具备周年供应鲜果的条件
。

在长江流域产区
,

果子集中在严

霜到来之前成熟和采收是不得已的
:

想早一些
,

熟不了 ,
再迟了

,

不安全
。

而在 兼 有 北 热

带
、

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气候的两广
,

就完全没有必要都种植成熟期也在秋末冬初的品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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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热带的广西钦州地区
,

八 月下旬就可采收早熟温州柑并开始出口 , 比长江流城早二个

月以上
。

到九月份
,

位于南亚热带南部的南宁地区早熟种上市
。

国庆节前后
,

广西 中 部 柳 州

地区早熟柑上市
。

十一
、

十二月是全国柑桔旺季
。

元月份
, “

柑中之王
”
粒柑

,

也就是汕头

蜜桔成熟
。

二 月份
,

高产优质的蕉柑成熟
。

三月到五月
,

迟 熟的含酸甜橙
,

包括夏橙陆续成

熟
。

夏橙耐贮
,

经适当处理供 应到六
、

七月份没有问题
。

这样
,

利用南北气候差异和品种成

熟期的差异
,

可以做到在华南的气 候条件下全年有新鲜柑桔上市
。

这些都是经过试验的
,

只

要作出适当的安排
,

便可实现
。

柑桔周年供应的前景
,

还可以引伸到其他方面
,

如不11用气候差异和品种差异解决大白莱

的周年供应问题
。

日本已经用在离东京二百多公里的长野县山区不同海拔 高 度 ( 30 0一 1 3 0 0

米 ) 地点种植不同品种的办法
,

解决了月月有新鲜大 白菜供应东京的技术问题
。

2
.

分别发挥各地不同的自然优势
,

避 免盲目重复发展那些暂时紧缺的农业特产

对千暂时紧缺的农业特产如果缺乏可靠的市场预测和有效的计划控制
,

容易发生一拥而

上
、

盲目发展的情况
。

其结果将是把本来可以成为琳琅满 目的局面弄成了单调划一
、

暴起暴

落的不正常结局
。

这在消费工业品
、

城市蔬菜
、

经济作物的发展上
,

都有过类似的教训
。

( 1 ) 对于消费量有限 的特产
,

要控制其发展的数量
。

一种特产在社会上产 生 了 新 的

需要后
,

许多地方都会抢着去发展
。

开头提到的八角确是很有特色
、

很受欢迎的紧缺特产
。

大力发展八角也已弓!起了广西各部门和各地的重视
。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测算过八角的市场

容量每年究竟要多少 ? 据了解
,

目前八角的市场供应虽还比较紧张
,

但生产发展也很快
,

产

销已接近平衡
,

而生产发展的势头方兴未艾
,

生产者并没有得到市场预测的指导
,

存在很大

的盲目性
。

( 2 ) 发挥各地不同的 自然优势
,

发展各地最佳特产
,

避免一般化
。

广西有 一 种 沙 田

袖
,

算是柑桔类水果中的名牌货了
。

二
、

三斤重一个
,

蜜甜 清脆
。

但沙田袖质量好
、

产量高的

主产区也只限于桂林以南
、

柳州以北这个范围内土层深厚
、

疏松
、

肥沃的局部地方
。

不是这

种地方
,

长的果不好吃
,

如南宁产的沙田袖水份少
,

风味差得多 ;
桂林以北产的个子小

,

不够

甜
。

沙田柏耐贮运
,

是广西传统出口商品
。

但近十年来
,

在其他柑桔品种产量大幅度上升的

同时
,

沙田袖的产量却是下降的趋势
。

没有广西特色的普通温州蜜柑在广西大幅度增产了
,

而有明显广西特色的沙田柏却在走下坡路
。

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
_

E是经营部门的 失 策造 成

的
: 沙田抽的收购价每斤八分

,

而温州蜜柑是三角以上
。

3
.

注意 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殖

近年来我国也兴起了一股确猴桃热
。

沉睡在 山野中的稠猴桃突然成了人们开发 山区和翻

身致富的希望
。

确猴桃是攀援性植物
,

一个果一个果地采摘不方便
,

人们干脆用镰刀连根砍

断
,

把藤扯下来拣
。

一些植物学家开始担心
,

这样采下去能维持几年 ?

生物学家常常是这样自相矛盾的
:

既希望人们去充分利用生物资源
,

又害怕人们过份的

热情会损害资源
。

因此
,

在一种新的生物特产资源被发现并加以开发利用的同时
,

就要采取

一种或几种措施
,

使这种资源能得以长期保存和长期利用下去
。

( 1 ) 规定采捕限额
,

以至在一段时间内完全禁捕禁猎
,

这是一个常用的办法
。

这 对 于

能较精确地查明资源的年增殖量
、

繁殖期
、

并能有 效控制采捕量的特产是可行的
,

如海洋水
一

帐娘
、

林业资源
、

一些珍禽异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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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立各种 自然保护 区
,

以严格保护某些珍贵资源
,

如四川 卧夯龙 的 大 熊 猫 保 护

区
,

广西花坪的活化石银杉保护区等
。

( 3 ) 时于社会需要量很 大而 自然增殖量 有限的特产
,

开展人工 栽培和 :驯 养
。

广 西 前

几年发现了一种有价值的蔷薇科的甜味植物
:

瑶山甜茶
,

它的主要成份接近国外已投入市场

的甜叶菊
。

它甜度大
、

热量低
,

适 于糖尿病人
、

肥胖病人 饮用
。

粗加工制品在国内外 市场试

销后反应良好
,

并开始进人工业性生产
。

但是估算其资源量
,

是远远满足不 了工业性井产的需

要的
。

因此
,

要开发这一特产
,

必须解决人工栽培技术以保证有足够原料
。

由野生状态转人人工栽培或驯养状态
,

往往不能一举成功
。

从山上挖一株映 山红 ( 杜鹃

花 ) 或兰草拿回家种在盆里或地里
,

山于环境的改变
,

是不容易长 好的
。

刚抓来的猴子
,

关

在笼里也是不容易养活 的
。

海里的珍珠
、

海马
、

对虾养在池里
,

也是不那么容易成功的
。

但

经过人和生物互相适应和选 择的过程
,

最后总是能成功的
。

媲鹑人工饲养技术的 普 及 和 蘑

菇
、

香菇
、

凤尾菇等野生食用菌的家庭式栽培的成功
,

对我们是一个启发和鼓舞
。

培育更适

于人工栽培和饲养的特产品种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
。

4
.

用现代技术发展农业特产

( 1 ) 时于价值很 高
、

资源 有 限 而 人工 栽培
、

驯 养又很 困艰 的种 类
,

宜
一

于用 现 代 技 术

来制取其有效成份
。

冬虫夏草是主产干人 口稀少
、

交通不便的康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寄生

性药材
,

可以说是目前非常紧缺的商品
。

但由于它所要求的环境条件十分特殊
,

在人 口稠密

的低平地区是难于模拟康藏高原的条件的
。

现代生物技术在突破这科障碍上已有 了可喜的成

绩
。

广东一个研究所已经解决了在醒酵罐中通气培养液体虫草的技术
,

并已作为专利出售
.

在琢酵罐中培养人参细胞
,

使之在培养过程中产生并提取人参药物成份的技术已 在 日 本 报

导
。

察香的主成份察香酮已在我国多处使用人工合成的办法制成
,

并已投人市场
。

( 2 ) 对原料性特产进行深度加工
,
使之 更方便 使 用

,

并 大幅度提高 其价 值
。

农 业 特

产按其被加工的程度可大致分为三类
:

自然态特产
,

或以鲜活态
,

或进行简单干制后提供消

费
, 粗加工特产

,

仍保持原料的外观
,

但风味有所增进
,

如笋干莱
、

火腿
、

药酒
,
深加工特

产
,

将有效成份提取出来
,

采 用便于消费和贮运的包装
,

原料的原始形态已完全不见
,

特产

的功效有所增进
,

价值提高
。

过去
,

农业特产大部以原料形态进人市场
,

使 用不便
,

价值不高
。

如商品田 七 非 常 坚

硬
,

嘴咬不动
,

刀切不开 ,
蛤娇干抱药酒要三个月后才好用

,

急用时就作难了
。

罗汉果 出口每

个价值 1 一 4 美元
,

但经过深度加工
,

价值可以提高了十倍
。

近年来我国在农业特产的加工方而 也作了一些努力
,

出现了一些受欢迎的以农业特产为

原料的工业 品
,

如田七等药物牙膏
,

珍珠霜一类化装品
,

桂元软糖
、

罗汉果冲剂
、

群猴桃香

槟等食品
。

这些还属于较简单的加工
,

潜力还很大
。

( 3 ) 对鲜活产品 的 贮运和保 鲜技 术尽快进行改革和现代化
。

苏东坡 下 放到 广 东
,

发

现荔枝好吃
。

写了
: “ 日吠荔枝三百颗

,

不妨长作岭南人
” 的佳句

。

苏东坡作为一个大知识

分子
,

公开表示 自己乐于如此大吃而不怕别人耻笑
,

实在是荔枝这东西太吸引 他 了
。

在 这 以

前
,

在北方 只有宫中少数人如杨玉环才得一尝此岭南佳果
。 “

一骑红尘妃子笑
,

无人知是荔

枝来 ” 。

但可以断定
,

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因长途运输其风味必不如苏轼在广东所吃的
。

就

是在今天
,

在北京
、 _

七海等地要吃到新鲜荔枝仍是不容易的事
。

要把类似荔枝
,

芒果等难以贮运的岭南佳果放到余国人民的餐桌上
,

就必须在贮运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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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技术上有重大的突破
。

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

我国丰富的农业地方特产将逐步成为广大人民实际上能共同

享用的社会财富
,

也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的名牌商品
。

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

十分有利于适合分 户经营和灵活经营的小宗农业特产的发

展
。

如何把分户经营同现代技术有 效地结合起来
,

使我国传统农业特产的产供销较快地进入

一个带有现代技术色彩的新阶段
,

也是 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

这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

践来加以具体化
。

一 j L / 丫砚年 三月一六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