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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9只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简阳
市的优质简州大耳羊种羊在顺利完成隔离
检疫后，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启程，飞赴非
洲乌干达。

这只是西部地区农副产品出海的一
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西
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特色农产品纷纷走上“世界货架”，
进入国际市场。从“农产品出口”到“农业
出海”，西部地区农业正经历的转型，不仅
是概念上的简单升级，更在内涵与外延上
不断拓宽。

宁 夏

进入 7 月，宁夏迎来冷凉蔬菜大面积
成熟上市的季节。这几日，自北向南的冷
凉蔬菜种植基地里，都有菜农忙碌的身
影。刚刚采收的菜心、西兰花等新鲜蔬菜，
经过分拣、装箱、加冰、封装后，即刻抵达迪
拜、香港等地市民的餐桌。

宁夏海拔高、气候凉爽、光照充足、昼
夜温差大，是培育冷凉蔬菜的最佳之地。
这里的冷凉蔬菜生在净土、长在高原、色泽
鲜亮、脆嫩甘甜，70%通过冷链物流，销往
全国和海外。

为助力宁夏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扩大出
口，银川海关成立促进“六特”等优势特色
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打造“智审”“智
看”“智帮”全链条服务。种植基地若通过

“智慧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备案VR培育
平台”申请备案，3天即可完成备案。

如今，立体化开放通道，是“宁字号”蔬
菜抢鲜出海的“加速器”。“通过客运航班腹
舱带货，冷凉蔬菜8小时直达迪拜。”据银
川市贺兰县一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刘
洋介绍，自从通过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
现出口，中东市场的订单同比增长了35%
以上。

2024年起，冷凉蔬菜成为链接银川与
迪拜新的绿色纽带。来自银川的优质冷
凉蔬菜，冷储包装后从种植基地发往银川
河东国际机场，每周搭载银川—迪拜客运
航线，约8个小时到达阿联酋迪拜国际机
场，被快速运输分发到商场、超市、酒店、
餐厅等。

不止于此，宁夏近年来加力构建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国际公铁物流 3 条国
际通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融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面向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空、铁、海通达能力不断增强。
通过持续加密的物流网络和航线，宁夏推
动促进更多“宁夏产”走出国门，银川已成
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
市。今年5月，宁夏首条铁海联运冷链专
线正式开通，“一箱到底”全程温控无缝衔
接，为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

“抢鲜”出海搭建起更高效、稳定的国际物
流新通道。

2024 年，宁夏农产品出口额 17.6 亿
元，同比增长23.3%。2025年1—5月，宁夏
农产品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额8.3亿
元，增长25.8%。其中，蔬菜出口2.3亿元，
增长112.4%。如今，宁夏冷凉蔬菜稳占中
东市场，枸杞出口多年全国第一，固原鸡蛋
端上香港餐桌，出口蔬菜品类包括西兰花、
菜花、菜心、芥菜、卷心菜、菠菜等30余种，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阿联酋、泰国等地广
受赞誉。

7 月的宁夏，万亩冷凉蔬菜基地焕发
着勃勃生机，一筐筐新鲜翠绿的蔬菜经过
分拣包装，即将运往各地市场，更多“宁字
号”鲜品已出海远行，走向世界。

甘 肃

仲夏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走进
天水峻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包装车间，沁
人心脾的甜瓜香气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
熟练地将新鲜甜瓜拣选、分装，打包后发往
海外市场。

产自甘肃秦安的甜瓜又称白脆瓜，是
甘肃名特优农产品，其色白如玉、脆嫩爽
口、糖度高、香气浓郁，凭借高品质长期享
誉国内外市场。“近年来，我们借助海关支
持农产品出口便利化措施的东风开拓贸易
渠道，特色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和品类
持续拓展。秦安甜瓜就是出口的典型代
表。”天水峻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安
学强说。

为支持新鲜瓜果扩大出口，兰州海关
优化监管服务，通过线上业务小程序发布
出口水果果园、包装厂注册要求和流程，指

导企业高效获取出口资质；强化源头管控，
规范农药及化学品使用，严格开展有害生
物监测，健全“田间到舌尖”全流程质量管
理；畅通新鲜易腐农食产品出口“绿色通
道”，实现线上预约、快速查验、云签发一站
式服务，为“甘味”瓜果飘香海外保驾护航。

甘肃农业产业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多
样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气候孕育了丰富的特
色产业，菌菇产业便是其中的亮点。在两
当县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完成
分级的干香菇、木耳经封装生产线作业，由
海关检验放行后，销往海外市场。

“从出口申报、现场查验到证书签发仅
用1天，全程线上办理，大大节省了跑办时
间，为海关速度点赞！”两当县黄波菌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卯春江说。为挖掘特色
农产品出口潜力，兰州海关开发“码上办”
小程序，实现“5+2”预约查检、随报随检、
即检即放、快速出证等便利措施，保障农产
品全天候便捷通关。同时，依托技术性贸
易措施应对优势，梳理检验检疫标准，帮助
企业破解国外贸易壁垒，持续赋能乡村振
兴和县域经济发展。

除新鲜瓜果和菌菇外，“甘味”干坚果
产品出口步伐也在加快。在位于成县的陇
南市华龙恒业农产品有限公司车间，发往
中亚的核桃仁加紧生产；天水幸福里土特
产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松子经海关检验放
行后，装车运往海外。

近年来，甘肃特色农产品出海矩阵不
断扩容，除传统果蔬外，大樱桃、甜瓜、鲜切
花、干坚果等产品纷纷“组团”开拓国际市
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模式成为“甘味”
产业发展新蓝海。据兰州海关统计，今年
前5个月，甘肃省农产品出口值达13.9亿
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9.9%。

贵 州

4月15日，贵州地区首次按集装箱整
列班列组织开行至广西北部湾港的西部陆
海新通道班列，列车司机宋文军和搭档黄
万科负责此次牵引任务。

“缓解制动机、推动前进手柄……”两
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当天10时30分，韶山
3B固定重联型0066号准时出库，驶往贵阳
南站编组场进行连挂作业。

“呜——”一声悠长鸣笛后，满载2688
吨化肥的“钢铁长龙”在阳光中舒展筋骨，
从贵阳正式启程，驶向广西北部湾港（防
城港）。

伴着火车的轰鸣声，宋文军扯着嗓子
唠起了家常，在这条铁路上“摸爬滚打”了
26年，他瞧见黔桂线成了货运“大走廊”，
坐着火车出海的黔货越来越多。

此趟列车5天左右抵达越南等东南亚
国家，全程约2500公里。在宋文军的印象
里，原来经常是货等车，碰上编组站“塞
车”，得再耗上几天几夜。

“现在有了‘图定班列’，站到站之间，
就跟客运班列一样准时准点。”老宋说到这
时，一旁的黄万科默契地竖起大拇指。

国铁成都局贵阳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
副主任龙翔介绍：“我们采用固定时间、固
定路线、固定车次的‘图定班列’进行高效
组织，每月预计8至9列。”

这样的方式，让从贵州到广西北部湾
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营更加高效，实
现“站到站”全链条运输，企业可提前锁定
舱位和运价，物流效率显著提升。

“东南亚市场对中国化肥、农产品等需
求旺盛。”贵州山水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梁
彩虹表示，图定班列为西南地区外贸企业
提供更加优质的跨境运输保障。

自2017年运行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
从“一条线”到“一张网”，从最初的渝桂两
地合作拓展至国内“13 2”省区市共建的新
格局。

贵州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连接
点，让“黔货出山”迈入快车道，通过贵阳国
际陆港的枢纽作用和省际协作的深化，为
内陆贵州打开了面向全球的窗口。

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白酒、辣椒、茶
叶、吉他、轮胎等贵州特色产品便捷“出
海”，总共覆盖了超120多个品类，通达全
球87个国家的221个港口。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建成了综
保型国际陆港——贵阳国际陆港，凭借这
一综保型物流枢纽，成功实现了中欧班列、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等多向联动，货物运
输时间较传统路径缩短20天，通关效率提
升40%以上，本地企业可“一站式”完成报
关、查验等流程，95%的商品实现“零关税”

快速通关。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不仅是物理通

道的延伸，更是开放格局的重构，构建起了
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成渝地区至北
部湾地区货物运输出海路径最短和最便捷
的通道，带动新通道区域协调发展。

昔日“三不沿”的省份，正以通道经济
为支点，撬动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新未来。
下一步，贵州还将新增大水沟、都拉营、小
寨坝、凯里西站至防城港、钦州港东的西
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书写更多开放共赢的
故事。

四 川

四川省是我国西向南向开放门户，具
有开放发展的空间和资源优势。近五年
来，四川省农产品出口增长46%，多个单品
出口位居全国前列。那么，为助力农产品
扬帆出海，四川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建基地，夯实贸易基础
加快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农业

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建设为重点，四
川省持续在农业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
品牌价值链上发力，进一步提升特色农产
品生产吸引力、带动力和辐射力。

四川省将国贸基地建设与现代产业集
群培育、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培育、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省创建、天府粮仓精品品牌打
造统筹谋划。每年安排财政资金600万元
支持培育。

通过深入调研，找准四川省农产品出
口优势，聚焦多种农产品分类开展培育。
特别是针对出口标准不高、国际品牌不响、
市场渠道不通等问题，重点支持基地对标
国际市场开展国际标准认证、国际品牌注
册，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

四川省商务厅联合成都海关制定农业
国贸基地《实施方案》《考核细则》，整合部
门资源，加强业务指导，提升农产品流通能
力。截至目前，已成功申报9个国家级国
贸基地和32个省级国贸基地，建成29个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这些基地
已成为农产品出口的中坚力量和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建平台，拓宽出口渠道
四川省大力开展“川字号”农业品牌培

育行动，在建平台、育品牌、重营销上下功
夫，组织多种形式境外推介活动，支持企业
积极参加境内外展览展示。

从 2023 年起，四川省积极开展“天府
粮仓”精品品牌“一带一路”行，策划韩
国、意大利、中国香港等 23 个站点活动，
举办海外推介和投资洽谈会。2023 年，
累计组织 200 余家农业企业赴境外参展
推介，补贴资金1000 余万元，达成意向签
约金额近 10 亿元，掀起“川字号”农产品
国际热潮。

充分利用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
会、四川农业博览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等国内展会平台，设置四川省出口农产
品展示专区、举办出口农产品专场推介活
动，吸引大量采购商咨询洽谈。支持泸州、
资阳、眉山、雅安等地申办中外地理标志产
品博览会以及举办柠檬、蔬菜、泡菜、茶叶
等专项国际性论坛或会议，提升出口农产
品品牌影响力。

建机制，强化组织保障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对外

开放，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工作。
首先，结合四川省实际，由省农业农村

厅牵头，会同省商务厅、成都海关等14个
部门，出台了《四川省促进农产品出口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细化分工责
任。其次，以四川省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联
席会议为基础，完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健
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加强农产品出口协
调工作职能，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议，研究
解决农产品出口问题。最后，四川省多部
门签署《促进四川农产品出口合作备忘
录》，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络机制，帮助解决
农产品出口在专列运行、出口通关等方面
的具体问题。支持230余家企业组建四川
农产品出口联盟，抱团发展。定期开展政
策宣传和培训等，优化服务水平，增强企业
出口能力。

通过多方努力，四川农产品贸易屡创
新高。2024 年 1—8 月，四川农产品进出
口总额185亿元，同比增长48%。下一步，
四川将继续加大促进农产品出口工作力
度，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努力打造西部农业开放高地和农产品
贸易枢纽。

陕 西

色泽红润、果香浓郁的延安苹果，以脆
甜口感征服味蕾；颗粒饱满、麻香醇厚的花
椒，为美食注入灵魂；匠心烘干的苹果干，
锁住天然果香，甜蜜有嚼劲。这些饱含黄
土高原深情的特产，正搭乘“出海”快车走
向世界，为延安打开一扇与全球交流合作
的新窗口。

“自2024年3月实现出口贸易‘首单’
以来，我们已累计出口鲜苹果1062 吨，主
要发往菲律宾、越南、肯尼亚等，今年又新
增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优洛有机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王斌介绍，得益于海关政策宣讲和
专人监督指导，公司苹果质量安全管理的
水平逐步提升，也让他们对未来出口市场
的拓展更有信心。

延安海关坚持“每月一县区”开展“关长
送政策上门”活动，结合延安1市2区10县
实际情况，“把脉定向”分析外贸特点及重点
调研方向，赴企调研直奔主题解决问题，“对
症下药”深化关地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在
了解到企业出口需求后，第一时间派专人与
企业负责人保持联系，进果园、进车间、进工
厂，精准送达延安海关政策包，宣讲海关通
关便利化、税收优惠、检验检疫等政策，破解
企业“不懂、不会、不敢”困惑。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延安市进
出口总值 7.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7
倍。延安海关监管鲜苹果 1650 吨，货值
1682万元，同比增长1.2倍、1.3倍。与此同
时，以洛川苹果脆片、集义花椒等为代表的
延安“土特产”正乘着海关便利化政策的东
风香飘海外。

青 海

6月28日，来自海东乐通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22.5吨青海马铃薯顺利通关，即
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公司负责人胡海燕
捧着一颗饱满的马铃薯，脸上难掩喜悦：

“谁能想到，咱这高原上的‘洋芋蛋儿’，如
今真成了国外抢手的‘金疙瘩’！”马铃薯实
现出口正是青海高原特色农产品加速“出
海”，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市场的生动缩
影。今年前5个月，在西宁海关监管护航
下，2751 吨马铃薯跨越山海，先后出口至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等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
青海马铃薯持续飘香海外，不仅让当

地农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更让高原特
色农产品出口增添了一张新名片。西宁海
关主动靠前，组建工作专班，多次跑企业、
下田间，“一对一”精准对接企业出口计
划。针对国外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安全管
控等难点问题，海关工作人员现场“把脉问
诊”，通过靶向政策解读和实时推送目标市
场动态信息，为企业铺就政策获取“高速
路”。胡海燕说：“从准备材料到理顺出口
流程，每个环节都帮我们少走了好多弯
路。特别是在申请出境粮食加工、仓储企
业资质那会儿，关员‘手把手’教，让我们最
快获得了海关注册资质，促成了公司首笔
订单。”

同时，西宁海关指导企业织密从“田间
到餐桌”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源头严
控，指导企业开展种植环节病虫害监测；过
程可溯，推行产品溯源数字化管理，实时记
录土壤检测、有机肥使用、质量抽检等关键
信息，确保每一颗马铃薯都经得起检验；抢

“鲜”出口，西宁海关开辟鲜活农产品“绿色
通道”，实行“即报即检即放”的快速通关模
式，大幅压缩查验时长，助力高原马铃薯走
俏国际市场。接下来，西宁海关将持续深
化“关企”合作，扎实推进“农食产品出口三
年专项行动”，推动更多青海特色农产品走
向世界，为乡村振兴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重 庆

今年以来，重庆多个区县的特色农产
品出口迎来“开门红”，从田间、地头，从果
园、基地，越洋“飞”向世界。

巫山本产季首批 27 吨优质柑橘通过
冷链运输发往菲律宾马尼拉，标志着三峡
地区特色农产品自营出口业务全面启动。
此次出口的柑橘以果大形正、脆嫩化渣的
高品质品种为主，经严格筛选与标准化包
装后，预计10天内抵达目的港。

近年来，当地通过技术升级与标准化
种植，推动柑橘出口量持续攀升，2023 年

出口量同比增长15%。相关部门表示，将
加大俄罗斯、东南亚等市场推广力度，并出
台专项政策支持企业拓展海外渠道，助力
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潼南不断在柠檬品质上发力，2023年
实现出口3.9万吨，创汇2.65亿元，覆盖俄
罗斯、新加坡等30余国市场。依托西部陆
海新通道，每周稳定出口两个集装箱，运输
时效提升30%。当地同步推进产业升级，
建成海外交易体验中心，推动“潼南柠檬”
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产品。

江津农产品出口实现重大突破，3亿元
年度大蒜出口订单首批货物将通过青岛港
发往巴基斯坦。企业创新“淡旺季收储”模
式，整合山东优质货源分批次出口，同步联
动东南亚水果、农资贸易需求，计划通过铁
海联运将本地冷链设施利用率提升40%。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有力支撑下，重
庆各类特色农产品持续拓展海外市场，稳
步推动农产品出口迈向更高台阶，在国际
市场释放出更为强劲的发展活力。眼下
正是重庆丰都县高家镇的藠头深加工厂
最忙碌的时期，村民们从田地里收回来的
藠头，经过严格清洗、低盐发酵、杀菌灌装
等工序后，“摇身一变”成为深受海外市场
欢迎的甜酸藠头、泡椒藠头和盐渍藠头等
即食产品。

丰都县农业农村委主任“丰都特色农
产品能够畅销海外，高效的物流体系功不
可没。”谭明权说，随着重庆加快建设长江
上游航运中心，丰都实现西部陆海新通道
多式联运和挂港开航，当地农产品可通过
长江航道运往上海港，也可以通过陆海新
通道发往广西钦州港，再发往日韩、欧洲等
国际市场，实现“江海联运”，出口周期比传
统陆运缩短30%，物流成本降低20%。

云 南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云南出
口农产品44.6亿元，增长37.6%，位居西部
地区第一。在弥勒高泰果业有限公司水果
包装厂，一筐筐新采摘的柑橘经自动化分
拣，按照大小、色泽、重量等指标进行分级、
打包和装箱后将销往海外。“我们通过科学
规划种植时间，实现各类柑橘错峰上市，成
为越南市场的畅销货。今年一季度，我们
出口越南的柑橘达258吨，增长了9.8倍。”
公司负责人张世高介绍。

海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云南农产品
出口已覆盖全球超160个国家和地区。今
年一季度，云南出口蔬菜及食用菌 9.6 亿
元，同比增长28.1%，出口值位列西部地区
第一；出口干鲜瓜果及坚果12.5亿元，同比
增长 148.9%，出口值位列西部地区第二，
其中葡萄出口值稳居全国首位；出口咖啡
2.2 亿元、鲜切花 2.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2.1%和48.2%，出口值稳居全国首位。

凤庆的柑橘采收完毕，大理的柑橘、葡
萄便开始上新。近一段时间，在大理鲜活
农产品出口“一站式”服务中心，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辆辆冷链货车满
载着柑橘、葡萄等水果等待海关查验。今
年前5个月，大理出口至东盟的新鲜水果
达6万吨、货值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248.8%和194.6%，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这些只是云南水果出口的一个缩影。
据昆明海关统计数据，今年1月至5月，云
南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达 485.3 亿元，其
中，对东盟出口农产品50.3亿元，同比增长
15.3% ，而 水 果 及 坚 果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80.7%。东盟继续稳居云南第一大贸易伙
伴地位。

目前，云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水果种
类仍以柑橘、葡萄、苹果为主，还新增了蓝
莓、鲜枣等特色水果。

除了水果种类与地理区位，云南独特
的“立体气候”也是优势之一。在云南，绝
大多数水果可与其他产区水果形成上市时
间差，鲜果可实现“四季生产、周年供应”。
同时，部分水果还有“早熟更早、晚熟更晚”
特点，比如沃柑最早可在当年12月上市，
最晚可留树于次年7月上市，较广西产区
供应期长4—5个月。

沃柑是凤庆县新引进的柑橘晚熟品
种，有柑橘“晚熟之王”之称。自今年3月
实现首次出口以来到5月底，凤庆沃柑出
口量已超2600 吨。“凤庆地处滇西纵谷南
部，优越的气候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沃柑生
长，种出来的沃柑产量高、品质优，在海内
外市场广受欢迎，预计年出口量将达到
3000 余吨。”凤庆万众缘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玉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