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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在不断摸

索、总结经验。在农业技术部门及

农业院所的指导下，石林已成功摸

索出一套适合本地实际的种植管理

模式。”熊云龙表示。

诀窍二：新品培育领先
    

“经过近 27 年的发展，目前

石林人参果的种植面积达 16.9 万

余亩，年产量约 28 万吨，产值达

15.8 亿元。”熊云龙说，一般来说，

产量越大市场风险也越大，石林县

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为此，从 2017 年开始，石林

县与云南省农科院合作，开展云南

省现代水果产业体系昆明试验站

建设，构建石林人参果产业体系。

2019 年与云南农业大学合作，开

展人参果脱毒种苗研究、植物新品

种 DUS 测试、新品种创制，人参

果种植标准制定等。

“我们开展人参果品种、种苗、

种植、加工、销售‘产学研’一体

化研究，依托人参果‘科技小院’、

科技特派团等，将石林建成全国人

参果产业研发中心。”熊云龙说，

石林人参果从最初的以农户为种植

主体，发展到如今形成“农户 + 合

作社 + 企业 + 市场 + 消费者”共同

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

要提升产品竞争力，培育新品

是关键。目前，石林县已经选育出

“圆果一号”“圆果二号”“圆果

三号”“大紫”4 个优良人参果主

栽品种，这些品种具有丰产性、稳

定性、抗逆性好，口感、品质佳等

优点。其中，“圆果二号”已推广

到全国多地种植。“2022 年，我们

的人参果种子搭载神舟十四号进行

太空诱变，正准备试种。”熊云龙说。

    

诀窍三：品牌打造有力
    

正当石林人参果市场一片红火

时，张玉光却发现了问题：“我们

的人参果到了经销商手里，贴的是

人家的商标，打的也是人家的品牌。

虽然我们能赚到钱，但没有自己的

品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为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张玉光

与合作社社员讨论之后注册了人参果

商标——“齿艿”，寓意吃完人参果

后连牙齿都是甜的。凭着过硬的品质，

2018 年，“齿艿”牌人参果一举拿下

云南省名牌农产品称号。之后，石林

人参果绿色认证及“西街口人参果”

地理标志认证被相继收入囊中。

2015 年至 2019 年，人参果种

植核心区西街口镇连续 5 年成功

举办“中国石林人参果旅游文化

节”“人参果特色小镇发展论坛”“绿

色食品发展论坛”等活动，进一步

提升了石林人参果的品牌知名度和

市场影响力。

目前，西街口镇政府制定了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参果国

际产业基地发展规划（2020—2024

年）》，期望石林人参果能入选云

南省“绿色云品”品牌目录。同时，

结合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

石林人参果项目的实施，当地正聚

力打造人参果世界级一流品牌与区

域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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