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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鸡
要“回家”啦！
遗传资源保种场
即将开建

本报讯 无锡地产水果
2024年度销售大数据揭晓。记
者在昨日举行的无锡地产瓜果
信息交流会上获悉，2024年朝
阳水果批发市场地产水果交易
量达1.09万吨，交易额突破1.17
亿元。水蜜桃凭借其卓越的口
感和品牌效应蝉联销冠，西瓜与

“阳光玫瑰”葡萄紧随其后，位列
销量前三名。市场调查显示，超
过73%的消费者将“无锡产地”
作为首要购买因素。

2024年，无锡朝阳集团的
阳山水蜜桃成交量超过 4 千
吨。无锡蔬菜果品行业协会会
长张庆卿介绍，2024年阳山水
蜜桃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夺
得地产水果销售冠军，在品牌
价值上也实现了跃升，连续三
年蝉联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

榜 TOP10，品牌溢价能力较
2023年提升41%。去年地产葡
萄类销售也保持价格稳定、供
销两旺的局面，据朝阳农产品
大市场抽样调查显示，73%的
消费者将“无锡产地”作为首要
购买因素。

当前，无锡地区瓜果生产基
地已全面开启现代化转型进程，
构建起涵盖品种选育、田间管
理、采收储运等全链条的技术创
新体系。通过推广设施农业与
数字农业融合应用，有效提升商
品化率，同时通过整合产销流程
降低运营成本，为产业可持续发
展筑牢根基。“阳山桃园在引入
无人机监测、智能水肥一体化等
技术后，生产效率与精准度显著
提升，实现水蜜桃年销售额成倍
增长；黄土塘西瓜的种植技艺早

在2010年即被列入无锡市级非
遗项目，近几年运用微生物技术
改良土壤结构，进行全营养施
肥、雄蜂授粉等科学管理，今年，
大果型瓜亩产将达到 6000—
8000斤。”张庆卿说。

朝阳水果批发市场副经理
徐梦介绍，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
件，今年水蜜桃、葡萄、杨梅等主
要地产水果产量预计将实现不
同幅度增长，品质提升也将推动
价格稳中有升。同时，本地驯化
的猕猴桃、樱桃等特色品种销量
有望增长两成以上。为了有效
保障季节性断档期的市场供应
稳定，今年市场与全国88家蔬
果基地签约，预计全年将引入约
30万吨来自云南、甘肃、山东等
主产区的农产品。

（陈婧怡）

地产水果年度销售大数据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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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水蜜桃蜜桃
有了“保真封条真封条””！！

本报讯（晚报记者 甄泽
实习生 朱冰冰/文、摄）昨天上
午，在阳山镇的三味果园内，
果农正在采摘水蜜桃。与以
往不同的是，几名穿着白衬
衫、戴着徽章的公证人员站在
一旁监督，头顶还有无人机盘
旋，水蜜桃装箱后贴上公
证处的封条。据
悉，这是江南公证
处创新推出的
地理标志产品
公证溯源服务，
此举在江苏省
内尚属首次。

昨天一早，
几名桃农在果园
内挑选成熟度适宜
的水蜜桃，因尚未到大规
模上市的时节，这批水蜜桃数
量不多。两名公证人员从旁
监督，看着桃农从树上摘下果
子，放入果箱之中，对于眼力
不及的远处，则用上了无人机

“盯梢”。此后的运输、分拣、
装箱环节，都有公证人员全程
监督，并最终贴上水蜜桃的

“专属身份证”——带有二维
码的公证封条。

“今年是首次尝试，我们
希望通过公证赋能，提升地理
标志产品的品牌价值。”无锡
市公证协会会长、江南公证处
主任吴志波介绍，阳山水蜜桃
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火
山周边10公里范围为阳山水
蜜桃的核心产区，其色泽、口
感、果型更佳，经过公证处公
证后，既是“防伪标志”，又能
够提升其产品价值，为本地桃

农创收。据悉，江南公证处选
择了核心产区53亩桃林作为
试点，预计产量为三至四万
箱。这些水蜜桃贴上公证封
条后，消费者扫描上方的二维
码就能看到公证人员监督的
全过程。

据了解，其他省份城市也
在探索公证赋能本地标志性
农产品的新模式，如杭州就在
今年对“西湖龙井”赋能，建立
了西湖龙井公证溯源小组，使
用无人机、直播等方式，实现
全方位、全流程、可视化溯源
公证。吴志波表示，通过公证
介入，对阳山水蜜桃进行全链

条法律保护，能够更好维护阳
山水蜜桃的“金字招牌”。这
种公证为地理标志产品赋能
的模式，在江苏省内尚属首
次。

需要注意的是，公证介入
旨在“赋能”而非“打假”。吴
志波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公
证最大的作用是提升阳山水
蜜桃核心产区产品的品牌价
值，“并不是说不贴公证封条
就是假的，而是给消费者提供
品质保障的增值选择”。后
续，公证处将根据市场反馈逐
步扩大实施范围，让更多桃农
受益于品牌增值效应。

本报讯 时隔多年，无锡美味名特产将回
归。据无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消息，

“太湖鸡”遗传资源保种场施工项目日前对外
公开招标，北迁十多年的“太湖鸡”原种基地，
即将落地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

根据招标公告，“太湖鸡”遗传资源保
种场建设地点位于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
村，面积约3.2亩，计划于6月30日开工，9
月28日竣工。从市农业农村局处获悉，该
工程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导建设，相关建设
进度目前正在持续跟进中。

太湖鸡原产地为无锡，中心产区在太湖
周边地区，是许多无锡人熟悉的家禽品种，也
是烹制“吊鸡露”的绝佳食材。最新发布的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4年版）》
中，太湖鸡名列鸡的“地方品种”。太湖鸡体
型中等，具有适应性强、耐粗饲、适合舍饲或
放牧散养、性成熟早、肉质细嫩鲜美等特点。
利用太湖鸡杂交生产优质黄羽肉鸡，可在不
影响肉质的前提下，提高饲料转化比和生长
速度，具有较好的市场开发前景。

据介绍，原位于滨湖区渔港地区的“太
湖鸡”原种基地在2011年被征用后，核心
群临时迁到泰州市泰兴市。2023年初，有
研究者在《江苏省畜禽种业现状及发展对
策》一文中指出，因尚未落实保护单位而

“四处流浪”的太湖鸡面临灭绝的风险。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23年公布的《无

锡市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中，
已明确将建成“太湖鸡”畜禽遗传资源保种
场列为锡山区重点工作任务。如今，在无锡
市、区（县）两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多方努力
下，“太湖鸡”遗传资源保种场异地重建项目
施工公开招标，“四处流浪”的太湖鸡即将回
家，种质资源也将得到更好保护。 （李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