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红遍全国的象山“红美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并不是所有的橘农都能享受火红行情带来的高收益，

“红美人”的销售是冰火两重天。

前几天，问起“红美人”的销路，和章国枢同村的橘

农朱恩位却毫无喜色，一连说了两个“不好”。

朱恩位当过乡镇企业厂长、建筑公司经理，6

年前，他和几名合伙人承包了60亩

地，“跨界”种起了“红美人”。

去年，果园增产，走的是大众

化的销售路线，并不太好

卖。

“往年这个时候早卖

完了，如今才卖了 60%。

现在，冷库里还有两三万

斤，树上还挂着一万斤。”

朱恩位说。

销量不算好，价格也降

了。“去年一斤25元，今年只有20

元。”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种‘红美人’，四川、福建、江西

等地引种得多，虽然从整体品质来说，象山的比较好，

但是‘红美人’种得多，种植技术乱，品质就下降，就没

那么好卖了。”朱恩位坦言。

数据显示，象山“红美人”引种扩繁以来，县内种植

面积扩大到3.9万亩，全省扩繁到10万亩，辐射全国达

到50万亩。

“在抖音上，有些地方的‘红美人’每斤只卖五六

元，对我们本地‘红美人’的销售影响很大。”象山当地

一名经销商表示。

在朱恩位看来，“红美人”的市场形势变得有些微

妙。“今年准备将一半果园转包出去，我们只种30亩。”

不少农户、经销商也感知到了市场的变化。象山

县鹤浦镇小百丈村的朱根顺种了一亩地、共两个大棚

的“红美人”，去年产量2000公斤，直到春节前几天才

卖完。

“以前，‘红美人’还没成熟，人家就来地头看，订金

也早早打过来，去年就不来了。”朱根顺的女儿说，“去

年我家橘园产量预计有3000多公斤，销路有点发愁。”

一些销售商也表示，以前只有少数大胆的橘农会

主动积压一点货，到春节期间卖个高价。然而，去年却

是被迫“压货”的多了，销售速度明显放慢了。

“几年前，卖‘红美人’都不走商超，现在很多要走

这条渠道，价格也低了不少。”象山县柑橘产业联盟定

塘分联盟会长助理郭明艳说。

“红美人”也有成长的烦恼

“几天前就卖完了，一个也没有了。”

春节前，在象山县涂茨镇黄沙村，笔者走进村民章

国枢家的“红美人”果园时，几乎找不到一个橘子。

章国枢家种了3亩“红美人”柑橘，从去年11月16

日开卖，一个多月就卖完了，入账50万元。

上过中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章国枢是一位老果

农，早在2004年，就承包50多亩地，开始种柑橘。“那

时，一斤柑橘一元钱，最高的时候也就1.5元一斤，50

亩柑橘一年收入仅20万元左右。”

2017年，章国枢看上了“红美人”柑橘，拿出3亩地

嫁接试种，将其余土地转包出去。“第二年柑橘开始挂

果，3亩地就卖了30万元。”

最近两年，章国枢家的“红美人”年年销售一空。“基

本都是回头客，不愁卖，每年收入稳定在50万元上下。”

橘子卖得好，关键在于会种。章国枢的橘园走的

是高档、精品路线。“我家橘园里的果实个头大，甜度

高，精品果比例达80%。”章国枢自豪地说。

在“中国柑橘之乡”象山，像章国枢这样种“红美

人”并实现致富的橘农有很多。作为中国第一棵“红美

人”柑橘树的原产地，象山“红美人”柑橘因为柔嫩多

汁、酸甜可口、外形美观，被人们誉为“橘中爱马仕”。

据统计，自推广以来，象山“红美人”实现了“亩均

超万美元”的高效益，成为橘农心目中的“黄金果”“致

富果”，全县超过4000户橘农由此实现增收致富。

象山县定塘镇橘农陈忠林曾是一个经营游戏机厅

的小老板，后来种起柑橘，年收入仅5万元。从2016年

起，他开始试种“红美人”，果园次年产值就达50万元，

利润35万元。

此后，经过逐步扩种，陈忠林的收入迈上一个新台

阶。“2019 年，14 亩‘红美人’总产值 210 万元、净利润

190万元。这两年因遭受冻害，产量略有下降，但每年

的净利润仍能达到150万元。”

“红美人”炙手可热

“红美人”娇贵难侍候

“红美人”后继有“人”

“红美人”虽“火”，但是象山没有停止寻

找下一个“美人”的脚步。

毕竟，一个新品种，品质和效益越好，往

往引种、推广也越快，遍地开花后，效益下降

是必然趋势。

“想藏也藏不住，这是市场规律。”当地一

位农技专家说。

如何应对？象山其实早已未雨绸缪。该

县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柑橘研究机构，主攻

品种筛选、杂交育种、脱毒种苗培育等国内柑

橘产业核心领域。目前，象山已建成市级柑

橘种质资源库 1 个，收集保存国内外现有种

质资源300个，育有杂交后代单株8000株。

一个县能保存这么多柑橘种质资源，国

内唯一的“柑橘院士”邓秀新对此也忍不住称

赞。他认为，象山柑橘育种已远远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一时难以被竞争者超越。

去年1月，象山一口气发布了特性各异、

品质优良的“橙美人”“黄美人”“绿美人”“紫

美人”等“美人”系列柑橘新产品，引发业内广

泛关注。

不过，“美人”虽多，但象山“红美人”的

“首席”地位无人能撼动。

在象山县涂茨镇龙石果园内，各色柑橘

“美人”不少，加上其他柑橘品种，目前总共有

100多种。果园负责人胡亚月表示，目前市场

上“红美人”仍是最受认可的品种，其他正在

试种的柑橘品种只是作为替补。

“和‘红美人’相同成熟期的，暂时不会再

推广其他新品种。”徐阳也表示。不过，在“红

美人”之外，农技部门会在“一早一迟”两个时

段，推出完全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错时错位

发展，以弥补“红美人”上市期外的缺口。

目前，一种被命名为“E46”的早熟新品柑

橘已挂果观察3年了。这个新品柑橘的囊衣

很薄，味道很好。“这两年的试种表现良好，今

年将初步推广试试。”徐阳告诉笔者。

另一种编号为“E43号”的新品，作为迟熟

品种，已推广试种两三年，面积超100亩。“这

个新品柑橘在2月底至3月初成熟，甜度在15

度以上，最高可达20度，皮也很好剥。刚好可

以填补春节后柑橘市场的空档，和‘沃柑’‘春

见’可以同场竞争。”徐阳说。

成良田

部分“红美人”之所以没以往那么好卖，象山县农

业农村局果树专家徐阳分析：“其他引种产区以次充

好，品质下降，加上疫情，给‘红美人’的销售带来一定

影响，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他认为，“红美人”的销售出现冰火两重天，最主要

的原因在于，受去年1月冰冻灾害及夏秋季连续降雨

影响，象山部分果园的“红美人”精品果比例降低了，有

些橘农又舍不得降价销售，一时压在手里，没有上一年

卖得快。

据介绍，象山“红美人”历年产果情况稳定，在最

佳上市期，甜度13度以上、酸度0.8%以下的精品果一

般超过 80%，而去年部分果园的精品果率却“倒过来

了”。

“这只是多种自然因素导致的偶发现象，并非品种

本身有什么问题。”徐阳说。在他看来，“红美人”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象山柑橘的主力品种，和赣南脐

橙、临海蜜橘等品牌一样，会一直火红市场。

徐阳表示，这并非感性判断，而是象山“红美人”优

越的品种特性决定的。“红美人”产量高、品质好、稳定

性强。“不像有些柑橘，容易裂果，产量还有大小年之

分，不稳定，不适合大面积推广种植。”徐阳说。

不仅如此，“红美人”成熟期早，销售期也长。设施

种植的“红美人”，一般情况下11月上旬就成熟了，可

以卖到次年一二月份，作为这段时间柑橘的主打产品，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不过，“红美人”虽然优点多、价值高，但也是出了

名的“难伺候”。

徐阳说，由于“红美人”种植属于精细农业，劳动密

集，技术门槛高，建议经营主体不要大规模投入种植，

相反“小而精”的种植模式最为理想。象山“红美人”走

的是中高端路线，品质至关重要。今后，随着“红美人”

产量的不断增长，“优质果供不应求，低档劣质果滞销

难卖”将成为普遍现象。今年价格的差异和波动，客观

上能引导农户走精细化种植之路，重视柑橘的外观与

内在品质。

橘农章国枢就深谙此道，即便是“红美人”大卖，他

也不打算扩大种植面积。他表示，种植“红美人”技术

要求高，一年到头需要管理，“规模太大种不好”。

橘农在采摘橘农在采摘

““红美人红美人””。。

火红市场的“橘中爱马仕”，全国种植面积已达50多万亩

象山“红美人”还能红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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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三亚、深圳……春节前的一个多月里，象山“橘林人家”农场的员工忙得够呛，每盒180元的精品象山“红美人”柑橘，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十分抢

手。

“卖得不错，自家果园的加上收购来的，已卖了三四万盒。”该农场一位负责人说。

2001年，中国第一棵“红美人”柑橘树落户象山县晓塘乡。经过20余年的精心培育，象山“红美人”柑橘的种植技术日渐成熟，刚成熟上市时，连续多年卖出

“天价”，成为农民的“致富果”，并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农产品目录。

不过，持续“走红”10多年以后，象山“红美人”也面临成长的烦恼，随着各地引种越来越多，“红美人”遍地开花，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象山“红美人”如何才能屹立不倒？还能火红多久？下一个“美人”又会是谁？

““红美人红美人””橘园橘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