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结合 提升附加值

“从15万人到50万人再到现在的90多

万人，这几年，我们村通过举办橘花节、蜜橘

采摘节，发展乡村旅游，人气越来越旺。村

里烧烤场的租金，也从7万元一路涨到了41

万元。”近日，中国柑橘博览园游人如织，黄

岩凤洋村党支部副书记彭华明掰着手指头，

算起了致富经，“以前果农都要把橘子挑到

城区水果市场销售，现在直接在家门口卖给

游客，不仅更方便，价格还更高。”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柑橘产业的蓬勃

发展，黄岩蜜橘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在竞争

中都已不占优势。新形势下，黄岩及时转变

思路，在加强科技攻关提高柑橘品质、丰富

柑橘品种的同时，以文化赋能蜜橘产业，通

过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提高蜜橘产业

附加值。

在黄岩永宁江北岸，与凤洋村一江之隔

的头陀镇断江村、新界村一带，以橘文化为

核心的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橘园路、魏家村路等4条路已基本建好。以

这里为核心，一个占地约7.7平方公里的中

华橘源小镇，即将从规划图纸走向现实。

据介绍，中华橘源小镇分布在永宁江两

岸，总面积约7.7平方公里，其中北岸为头陀

镇范围，以柑橘品质复兴为重点，南岸为澄

江街道范围，以柑橘文化复兴为重点，建成

后将成为黄岩集农业旅游观光、农业文化遗

产展示、农业生产于一体的蜜橘农旅中心，

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接轨大上海过程中，黄岩蜜橘也走在

了前列。今年，借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

风，黄岩积极打造上海农副产品供给地、上

海旅游休闲目的地、上海现代服务业转移

地，将黄岩蜜橘等农产品卖出去，将上海游

客请进来。

黄岩区委有关负责人说，接下来，黄岩

将聚焦打造“中华橘源”地理坐标，深入挖掘

蜜橘文化，讲好“黄岩蜜橘故事”，以橘为媒

唱好乡村振兴“新农歌”，助力黄岩以奔跑者

姿态奋进“永宁江时代”，让黄岩蜜橘真正成

为黄岩人民的黄金果、致富果和魅力果。

陈久忍 罗亚妮

蜜橘溯源 找准新定位

柑橘为世界第一大水果，面积和产量均

居世界各类水果之首，中国是世界上柑橘生

产第一大国。作为“中国蜜橘之乡”，黄岩蜜

橘在世界蜜橘产业发展史的坐标系中，到底

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为了从学术层面搞清楚这个问题，去年

以来，黄岩区政府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

研究所等单位，系统梳理柑橘的起源、分类、

传播、分布与发展，研究论证黄岩蜜橘在世界

蜜橘产业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具有的地

位。

“黄岩位于南北两条柑橘传播线路的交

汇处，是中国重要的柑橘次生原产地、宽皮柑

橘栽培最适宜区，在产业规模、果品品质、品

种传播、生产技术、柑橘文化、国际交流等多

方面成为蜜橘产业发展的策源地，是世界蜜

橘集大成者、世界蜜橘集优成者、世界蜜橘集

众成者、世界蜜橘集智成者、世界蜜橘集文成

者。”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专家介绍，

经过系统研究梳理，得出结论，黄岩是世界蜜

橘的重要发源地、世界蜜橘产业的策源地，黄

岩蜜橘是世界蜜橘之源。

据介绍，黄岩蜜橘种植历史长达1700多

年，始祖地就位于头陀镇断江村一带，曾作为

皇室贡品、外交礼品以及重要出口物品，发展

历史光彩夺目。黄岩蜜橘孕育了乳橘、早橘、

本地早等一众知名柑橘品种，特别是黄岩原

生品种本地广橘演化出的300多个温州蜜柑

品种以及100多个温州蜜柑杂交后代，受到

世界众多柑橘生产者的追捧，为世界柑橘产

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今年黄岩蜜橘蓝皮书的发布，是近年来

黄岩柑橘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对黄岩蜜橘

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提神振气作用。”黄岩区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除了厘清黄岩蜜

橘的贡献和地位，这次研究还梳理了温州蜜

柑以及以温州蜜柑为亲本的杂柑品种的起源

与演变谱系图，定义了“蜜橘”以及“黄岩蜜

橘”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原生品种本地早和

由本地广橘变异来的温州蜜柑是黄岩蜜橘的

核心品种，为黄岩蜜橘产业振兴，进一步厘清

了发展思路，指明了发展方向。

文化传承 寻求新突破

在黄岩永宁江两岸茂密的柑橘林中，可

以发现，这里的柑橘树，都种植在一个个小土

墩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墩，却是黄岩

祖先们的智慧结晶，演化出了传承千余年的

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

永宁江两岸是黄岩蜜橘的始祖地和主产

区。以前，这片含盐量较高的滩涂地，台风季

节常遭潮水的侵害，雨季常遭遇永宁江上游

下来的洪涝灾害。筑墩栽培系统，正是黄岩

祖先们克服不利条件，创造性发明的一种先

进的柑橘栽培技术和土地利用方式。

黄岩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刮泥筑墩淋卤”法，使橘墩土壤中含盐量

快速下降，让潮水与洪水带来的天然矿物质

营养得到有效利用，减少了施肥量。同时，通

过筑墩，提高橘树种植部位的地势，不仅降低

了地下水位，增加了土壤通透性和含氧量，而

且提高了抗涝害、潮灾和抗病的能力。此外，

又在直根的下面放置瓦缸片阻止主根向墩以

下深入，促进了须根生长，提高了橘墩内土壤

养分吸收与利用，保障了橘树的生长健壮，生

产出了延续千年的优质贡橘。

今年初，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成功入

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积极申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一旦申报成功，将成为世界

唯一的柑橘类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

前，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保护区范围为黄

岩区澄江街道、新前街道、头陀镇、北洋镇等7

个乡镇的行政区域范围，总面积1.5万亩。

在黄岩，独特的地理条件、悠久的柑橘种

植历史，孕育了先进的柑橘种植技术和灿烂

的柑橘文化。以黄岩蜜橘筑墩系统为代表的

柑橘文化也成为黄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黄岩都会定期举办橘花节、采摘

节，举行祭橘神活动，举办柑橘学术研讨会。

黄岩还建造了中国最大的柑橘博物馆，应用

声光电技术传播柑橘文化，每年吸引几十万

人次前来参观。点间间亮、放橘灯、打橘生、

请令旗等民俗流传至今。2009年，黄岩种橘

习俗被列入台州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眼下，黄岩正以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

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契机，大力推

动黄岩柑橘文化、柑橘民俗的挖掘、保护和传

承工作，进一步扩大黄岩蜜橘的国内外影响

力，打造世界蜜橘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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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世界蜜橘之源，种植历史长达1700多年——

黄岩，千年橘都要打造世界蜜橘文化高地

从唐代的皇室贡品，到宋代的“天下果实第一”，再到现代的“中国蜜橘

之乡”，具有1700多年柑橘种植历史的黄岩，孕育了灿烂的柑橘文化，书写

了众多的佳话传奇，在世界柑橘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一笔。

而今，这份琳琅满目的荣誉薄上，又增添了新荣光。今年，黄岩蜜橘筑

墩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黄岩蜜橘——世界蜜橘之源》蓝皮书通过验收，论证了黄岩蜜橘是当之无

愧的世界蜜橘之源。

眼下，黄岩正以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

契机，加强蜜橘文化的挖掘梳理、保护传承，打造世界蜜橘文化高地，助力黄

岩蜜橘产业振兴，进一步擦亮“中华橘源”这块金字招牌。

蜜橘筑墩栽培蜜橘筑墩栽培。。

严晨严晨 摄摄

采摘蜜橘采摘蜜橘。。 章勇涛章勇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