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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鲜果独大”到“衢枳壳”再到“青果茶”

一颗胡柚小青果的升值之路

□本报记者 郑亚楚

尽管常山胡柚离成熟上市还有一个多月时间，但常山县鸿春

果业专业合作社的50多位社员，今年已赚取了胡柚的“第一桶

金”，他们将疏落的新鲜胡柚小青果进行筛选、切片、烘干、装袋，

加工成“衢枳壳”销售。“上个月，每天有几十个外地客商来上门收

购小青果干片，平均每公斤收购价20多元，社员的收入还是不错

的。”合作社负责人李鸿春开心地说。他预计，今年全社胡柚小青

果加工量有200吨，50多户社员总收入可达300多万元。

“今年，全县胡柚小青果干片总产量有6000吨左右，按每公

斤20元计算，小小胡柚青果造就了亿元共富产业。”常山县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县有胡柚小青果收购加工企业

30余家，其中15家加工量可达150吨以上。

其实，除了被加工成“衢枳壳”，常山胡柚小青果还被开发成

“青果茶”等产品，同样受到消费者青睐。从过去的“鲜果独大”，

到“衢枳壳”、再到“青果茶”，曾被弃之如敝履的胡柚小青果，如今

成了“香饽饽”，不仅助推了胡柚产业升级，而且走出了一条让果

农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8月中旬，常山的胡柚小青果已采摘结束，正是

后续加工忙碌的日子。当记者来到青石镇澄潭村采

访时，常山县鸿春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鸿春正

在将收购来的胡柚小青果贮藏在冷库里，数位工人

带着手套，拿着编织袋，在车间里来回穿梭，忙着将

烘干的胡柚片装袋。

李鸿春说，工厂里5个烘干机房马力全开，每天

可以加工3000公斤胡柚小青果干片，一个月下来销

售额达到180万元。

在冷藏室，李鸿春还向记者展示了他最新研究

的“宝贝”——冻干胡柚片。“只要把温度降到零下60

度，制出的胡柚小青果片色泽鲜绿，泡水后胡柚香气

更浓，因为营养成分主要在果皮，所以使用冻干技术

加工的胡柚片营养成分更高。”李鸿春说。

今年50多岁的李鸿春，和胡柚打交道已有30多

年，从种植胡柚到贩销胡柚鲜果，再到现在用胡柚小

青果加工“衢枳壳”，他经历了胡柚产业的起起落落，

也见证了一颗小青果的升值之路。

胡柚是柚、橙天然杂交而成的地方特色柑橘品

种，在衢州一带有600多年的栽种历史，是常山的特

色农产品和传统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全县胡柚种植

面积超10万亩，参与胡柚种植、生产与销售的农民有

10万人。但是，在胡柚种植生产过程中，每年7、8月

份，胡柚落花坐果后，会产生一部分自然落果和残次

果，还有一部分人工疏果，这部分小青果全县总量有

数万吨。过去，这些废弃的小青果大多作为垃圾倾

倒在垃圾场、果园，不但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污

染环境。

产业发展的转机在2016年。这一年，地方特色

中药材品种“衢枳壳”被列入《浙江省中药炮制规

范》，而炮制“衢枳壳”的原料就是胡柚小青果，原本

弃之不用的小青果开始变废为宝，而且行情连年看

涨，身价倍增，从过去的每公斤10多元涨到最高时的

每公斤30多元。

2018年，“衢枳壳”又被列入新“浙八味”和“衢六

味”，由此产生的品牌效应，带动了胡柚小青果量价

齐升。李鸿春敏锐地看到广阔的市场空间，立即抓

住机遇，一方面加大对胡柚种植基地的疏果力度，另

一方面添置设备，开展加工，带领周边果农一起致

富。“每年，周边村庄约有800多户胡柚种植户将胡柚

小青果干片送到合作社，通过合作社销售出去。”李

鸿春说。

这几年，合作社生产的“衢枳壳”数量逐年增长，

到2021年，已达300多吨。今年因为胡柚开花季节天

气变化频繁，影响坐果率，小青果产量有所下降。李鸿

春说，截至8月底，合作社已收购、加工胡柚小青果干

片200多吨，整个合作社的销售收入达300多万元。

常山县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常

山县共生产、销售“衢枳壳”药材或原料6000吨，平均

售价约每公斤36元，总产值2.2亿元。

效益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就高了。然而一哄而

上的生产局面也给产业发展埋下了隐患。

“这几年‘衢枳壳’的产量逐年上升，但农户们普

遍没有规范的生产流程，收购来的产

品良莠不齐，需要重新筛

选、加工。”常山县中

药材产业农合联

协会负责人告

诉记者，“刚

入药时，常

山的‘衢枳

壳 ’没 啥

名气，产

品 质 量

参 差 不

齐 ，价 格

混乱，牌子

混杂。”

为确保青

果干片品质，保

证“衢枳壳”拥有足

够的药材含量，提高市场

竞争力，常山县农业农村部门

每年都会对小青果的生长过程进行跟踪，从落果开始，

以周为期，持续对青果有效成分的含量开展检测，并结

合光照、雨水、生长情况等条件，确定最佳采摘期。今

年是6月25日至7月25日，之前和之后各个收购点都

不能收购胡柚小青果。

今年9月8日,《中药材衢枳壳生产技术规程》衢

州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对“衢枳壳”生产环

境、栽培管理、采收与加工、成品要求等进行了规范，

为“衢枳壳”中药材高质量生产提供了标准操作指

南。

青石镇是常山胡柚“祖宗地”，也是常山县规模最

大的“衢枳壳”生产区，现有胡柚种植面积2.1万亩，年

产量3150吨，被称为“浙江衢枳壳之乡。”“为切实提

高‘衢枳壳’的品质，我们建立了胡柚青果片信息云端

数据库，引导果农适时采摘，强化质量监管，保证产品

质量，并鼓励组建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全面提升

‘衢枳壳’质量。”常山县青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常山县农业农村局获悉，该县已制定出

台了加快胡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三年行动方案，把

药用化、加工化作为主攻方向，鼓励农业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大户等各类主体规范生产“衢枳壳”原

药材；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专项经费 1000 万元，用

于种苗繁育、质量检测、烘干加工、仓储冷藏等产业

链各环节。同时，围绕青石、东案胡柚特色产业强

镇、工业园区、精品基地等胡柚产业集聚区，全面布

局种植、初加工、深开发等一体化项目，已形成“青石

镇江家畈道地药材基地+产地趁鲜加工+中药饮片”

的产业发展模式。

其实，常山胡柚小青果不只是被加工成“衢枳壳”。近

年来，常山县致力于技术创新，还开发出“青果茶”等产品，

进一步做大做强小青果产业规模。

“胡柚可药食两用，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加工潜力。”浙江

德茗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段辉根不满足于“衢枳

壳”的生产。2019年，他突发奇想，将茶叶和胡柚青果结合

在一起，打造一款专属常山的标志性茶品。

说干就干。通过多次尝试，段辉根终于敲定了以普洱

茶作为胡柚青果茶的内容物。“常山胡柚青果茶是以常山胡

柚青果、云南的普洱茶为原料，胡柚皮口感偏涩，但普洱茶

不涩，两者的口味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有一种独特风

味。”段辉根告诉记者，常山胡柚青果茶于2019年投产，并注

册了“茗珍仙”商标，于2020年开始开通线上淘宝店进行销

售。一投放市场，反响不错，产品畅销杭州、福建、广州等

地，当年销售额就达80多万元。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球川镇的于浙江德茗农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采访，一进公司大门，便能看到塞满普洱茶的胡

柚青果，被放在猛烈的阳光下炙晒，一个原本小巧玲珑的小

青果，被晒烤得干瘪焦黄，坚硬无比。

相比“衢枳壳”，胡柚青果茶的生产过程更繁琐。在公

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清洗干净后的胡柚青果先被压出

两个小孔，工人们通过小孔将其中的果肉掏干净，再将乌黑

的普洱茶塞入青果中。经太阳暴晒后，青果被晒干，并褪去

青色，再用锡箔纸包装好，投放市场销售。

“青果茶生产一般从7月初持续到9月底，每年产量约

2.5万公斤。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人工成本较高，一条流水线

需40多个工人，一天只能生产400—500公斤。青果茶的市

场价，普通装的每公斤400元，精品装800元。目前，市场销

路总体不错。”段辉根说。

虽然投放市场时间不长，但消费者的认可度很高。

2020年10月，茗珍仙牌胡柚青果茶在常山县文广旅体局、常

山县民宿行业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民宿伴手礼大赛上获一

等奖。2021年12月，茗珍仙牌胡柚青果茶

荣获 2021 浙江网上农博会新产品金

奖。

青果茶已成为球川镇一大富

民产业。今年4月，球川镇被省

供销社列入“共富示范点”项目

建设，浙农集团下属的现代农

业公司及景岳堂中药材公司

结对帮扶当地衢枳壳、胡柚青

果茶等产业发展，打造共富产

业。“我们帮助建立百亩共富示

范基地，并投入专项资金，建立农

产品产供销追溯系统，帮助树立农产

品品牌和推动地道药材入典。今年预计

小青果加工产能增至400吨左右，产值增加100

万元以上。”球川镇副书记寇恺说。

久久为功，破茧成蝶。从过去“鲜果独大”，到如今青果

入药、再到开发茶饮料，常山胡柚产业不断迸发出新活力。

标准先行，规范生产 做深做精，壮大产业

常山果农在加工青果茶常山果农在加工青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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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枳壳衢枳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