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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洋

（下篇）

产业链条为何忽有忽无

� � � �

说起板栗， 在信阳人的记忆里有一个难
忘的品牌———华栗公司， 曾经该公司生产的
蜜力牌板栗果茶， 是信阳人春节走亲访友的
必备佳品， 是许多

80

后、

90

后年轻人眼里和
健力宝有得一拼的饮品。 如今，它的辉煌早已
成为过去，在它之后，能叫得响名字的板栗生
产加工企业，寥寥无几。

与信阳板栗还停留在原果销售阶段相
比， 作为同样闻名全国的板栗之乡， 湖北罗
田、河北迁西、山东莒南等后起之秀，其板栗
早已走向深加工，产业链条不断拉长，成为富
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引以为荣的资本

� � � �

在板栗深加工方面， 信阳不是没有引以
为荣的资本。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原信阳县
就兴建了板栗深加工基地———华栗股份有限
公司。开发板栗果茶、罐头、板栗粉等近

10

个
系列产品。 其中，板栗果茶更是国内首创，曾
荣获“

1994

全国优质农产品金奖”“

1995

全国
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金奖”“

1995

全国轻工
优秀新产品奖”“

1996

第三届全国食品饮料
博览会金奖”等殊荣，是国内首家大型板栗综
合加工企业。

“还记得小时候喝过华栗生产的板栗果
茶，浓浓的，味道很纯正很好喝，后来怎么就
消失了，感觉

1990

年前后出生的人都挺怀念
的。 ”虽然已经停产多年，市场上的饮品层出
不穷，但作为信阳最早的一家板栗加工企业，

蜜力牌板栗果茶依然以其淳朴自然的味道，

在信阳人的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

曾繁俭， 原华栗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副
总。 他告诉记者，在当时，随着板栗面积的扩
大和产量的增加， 板栗市场和价格成了困扰
栗农们的问题。 由于栗果易生虫、霉烂，不好
保管，长途贩运难，形成了板栗上市集中、价
格低下的局面，挫伤了栗农积极性。在此状况
之下，原信阳县委、县政府邀请有关专家研讨
论证，决定在板栗深加工上做大文章。 “在国
家农业投资公司、国家食品协会的支援下，累
计筹资近

3000

万元，购进板栗生产线，引进
栗果保鲜和加工技术。 ”曾繁俭说道。

“产品投放市场后， 一段时间内颇受欢
迎。 板栗果茶是驻马店、南阳、信阳等豫南地
区，以及安徽以北、湖北以北地方的人们春节
送礼的必备品。”曾繁俭说，“同时对当地板栗
的消化能力增强， 一年至少也有

1000

吨，从
单纯销售生栗，转化为产品，附加值增高。 在
龙头企业的调剂下，栗子价格保持平衡，栗农
风险降低， 不像以前外来收购人员随意踩低
价格，信心增强。 ”

但到了后期， 企业就每况愈下。 在他看
来，市场份额小，资金周转不灵，技术含量低，

管理团队落后等是主因。 “原因挺复杂，市场
就集中在豫南这一小块，拓展困难，而收板栗
给的都是现钱， 直接成本高， 资金周转不过
来。 ”曾繁俭说。

逐渐没落的“贵族”

在华栗股份有限公司退出市场后，

我市相继出现过少数小型板栗加工厂，

始终不成气候。

河区是我市板栗主要栽培区，但
据河区林业局的统计，

2012

年全区只
有板栗加工厂

5

家， 产品均为粗加工的
板栗罐头、板栗米等，年产值为

60

万元。

“年加工生板栗
12

万公斤， 全区板栗年
产量为

1500

万公斤。 也就是说，深加工
的还不到

1/10

。 ”河区林业局办公室主
任刘亚军说。

在我市深加工停滞不前的情况下，

外省不少地方板栗产业链条却不断完
善，成为后起之秀。 在采访过程中，湖北
罗田、河北迁西、山东莒南等，屡屡被我
市从事板栗行业的人员提及。

9

月
2

日，我市虽然阴雨连绵，但在

河区柳林乡， 信阳市农润绿色食品有
限公司经理张振亮， 依然奔波在收栗途
中，每年他收购的板栗有

1

万多吨，其中
有近

1000

吨是加工成板栗仁，供货给山
东绿润集团。 他告诉记者，

1

吨板栗仁供
货收益在

1

万元左右， 其中利润空间在
2000

元
~3000

元，比卖板栗强得多。 “但
和绿润相比还差得远。我这是半成品，到
了绿润要进行真空包装深加工，进超市、

出口，我感觉利润率要达
100%

。 ”张振亮
说，该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板栗加工企业，

产品种类多达
200

余种， 销售网络遍布
大中城市，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和
地区。

同样的，河北迁西近些年通过“迁西
板栗”产地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的
申请认定，势头迅猛，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26

家，龙头企业
53

家，板栗系列产品远
销海内外。栗果飘香倾四方，湖北罗田板
栗节已连续举办

11

届，招商引资效果显
著，成功引进山东绿润，组建湖北绿润
食品有限公司，具备年加工板栗

5000

吨以上的生产能力，实现了以种植为
基础，以深加工为创新，以生态旅游
为增效的三产融合， 完成从初加工到
深加工， 传统板栗种植到开发板栗文化
内涵的“三级跳”。 “现在我们的板栗一
斤卖到

2

元多就算高价了，与鼎盛时
期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迁西、罗田，人
家的价格依然是在

7

元
/

斤
~9

元
/

斤，超
市里刚上市的真空包装板栗米， 每斤逼
近

20

元。 ”在多地取过“经”的信阳市福
安清真冷藏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福安
无奈地说。

艰难发展的板栗加工

“没有深加工企业，是我市板栗发展
的致命弱点。 ”在采访中，河区林业局
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丁四海直言不
讳。 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带动， 板栗的
产、供、销、加工不能形成产业链条。数
据显示， 我市由于板栗采收后未能及时
加工，致使大量坚果霉烂，霉烂严重时达
30%~50%

，即使在冷库中长期贮存，其霉
烂率也达到

20%

左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市就开始大
规模种植板栗，为何时至今日，产业链
条却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市？ 也许部分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能说明
一二。

昨日上午， 在金牛山物流产业集聚
区多栗多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
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自去年

12

月
份正式投产，截至今年

6

月，公司生产栗

子汁饮料
16

万件， 产值
800

万元左右。

“但这离公司设计产能相差甚远。 ”生产
厂长胡冰告诉记者。

胡冰与板栗有着颇深的渊源， 他曾
在华栗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质量技术工
作。 “自从华栗停产后，信阳在板栗汁生
产这一块就是空白， 我感觉很多人对这
个产品很认可、怀念。 ”综合多方面的因
素，胡冰又重操旧业。

“计划一期生产板栗汁，二期围绕板
栗食品做文章，如速溶板栗粉、板栗羹。

目前来看，由于产品上市时间较短，品牌
认可度不足， 公司租赁集聚区厂房不能
抵押贷款造成融资困难，资金短缺，无法
投入大量的广告和宣传费用， 产品推广
力度严重不足。 ”胡冰说。

通过半成品加工供货尝到甜头的张
振亮，不是没考虑过更进一步，但资金依

然是困扰他的主要问题。 “机器设备、厂
房、技术……最起码得

3000

万元，哪来
这么多资金。 ”张振亮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目前，公司生产板栗仁，雇佣劳
动力在

1000

人左右，一天一个人少则
剥

80

斤多则
120

斤， 一斤价格是
1

元，

工作期大概是
4

个月，“解决就业提高收
入， 如果企业能发展壮大， 影响力会更
强。 ”

对于与张振亮遇到一样难题的曾福
安来说，他采取的措施是与韩方合作，由
他们提供机器设备。 “由于要带设备，在
关税这一块他们希望能有优惠。其实，在
外地，为支持板栗产业发展，会有低息贷
款等政策。 ”曾福安说，如果能得到政府
在技术引进、 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支持和
优惠，再加上企业自身苦练内功，信阳板
栗产业前景依然很好。

在多栗多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加工板栗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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