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好品质牌，调优结构提效益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了第十二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衢江区高家镇

（柑橘）榜上有名，这是衢江区连续三年有村

镇入选全国“一村一品”。高家镇作为衢州

柑橘种植生产示范区，现有柑橘种植面积达

12734亩，市场知名度较高，耀飞柑橘、蜜之

源柑橘、碧岭丹地葡萄柚先后获浙江农博会

金奖等荣誉。

衢江区宏景柑桔专业合作社，是一家集

柑橘销售、技术培训、水果采摘等于一体的

专业合作社，柑橘种植面积460余亩，年产量

500 多吨，年产值 1000 余万元。依托“湖仁

红”品牌效应，合作社建立了水果科普示范

基地，创建旅游休闲长廊等，增加采摘游趣

味性，成为衢江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示

范区。

浙江蜜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

地的 580 余亩“红美人”“鸡尾葡萄柚”等柑

橘，目前已进入最后的转色期，即将成熟上

市。公司牵头成立了衢江区柑橘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创建并推广“衢江山农”等公用

区域品牌，联合会员采用“产品统一证明商

标+企业商标”双商标模式，实行统一设计、

包装、宣传、管理，推广使用印有“‘衢江山

农’LOGO+生产主体二维码”标签的包装

盒，建立衢江柑橘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系

统，以品质打响、做大衢江柑橘区域公用品

牌。

衢江区还加快推进柑橘示范园建设，

截至目前，累计建成市级柑橘精品园20个，

培育省级精品果园示范基地5个。

值得一提的是，衢江区还全力推进无

核椪柑示范基地建设。位于高家镇盈川村

的无核椪柑产业园，百亩标准连栋大棚、智

能玻璃温室、数字化分拣中心已基本建成；

位于周家乡相对村的衢江区无核椪柑农旅

融合示范基地、占地 18 亩的衢江区新田铺

农业数字化供应链项目正在建设中。

“我们将继续聚力柑橘全产业链发展，

调优品种结构，引进培育主体，加强品牌培

育和产业融合发展，扶持市场主体发展，支

持企业做大做强，并全力补链强链延链，高

质量推动柑橘产业发展。”衢江区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衢农

在衢江区高家镇湖仁村的百果园里，一株株柑

橘树遍布田野，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今年虽

然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但为了保证柑橘品质，湖仁

村村民通过采用绿色防控、增施有机肥、自动化喷

灌等技术措施来防治柑橘病虫害，加强橘园管理，

种出来的柑橘皮薄肉细、多汁爽口、含糖量高，品质

反而提高不少，颇受消费者的青睐。

“这边是‘四季红’‘湖仁红’和‘果冻橙’，那边

是‘马家柚’‘水晶柚’和‘春香柚’。”湖仁村党支部

书记汪水荣说。如今，村庄“百果园”里果香四

溢。过去，椪柑是湖仁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椪

柑品种单一，销售每况愈下，一度出现滞销。汪水

荣一直在反思：“我们的柑橘怎么啦，为何如此难

卖？”

“柑橘要好吃，消费者才会接受。传统的老品

种也该转型了。”汪水荣悟出了门道。然而，转型

之路远比想象的艰难。“冒险的事必须有人带头，

有了成效就不怕没人跟上。当时还有村民说我身

材不大，胆子倒是挺大的。”汪水荣告诉笔者，从

2000年开始，他就开始尝试引入水果新品种，亲自

带队前往位于重庆的中国柑桔研究所取经，并自

掏腰包，先后投入60多万元，引进20多个柑橘新

品种，不断进行对比试验，最终选出适合当地种植

的柑橘新品种——“湖仁红”。在初探市场中，获

得一致好评。如今，“湖仁红”商标已注册成功，果

品的售价也逐年上涨，今年每公斤售价高达20多

元，且供不应求。

“村里原先种的800多亩椪柑园，都改种其他

品种了。如我们的招牌产品‘果冻橙’种植面积就

有400多亩，去年仅这一个品种全村就卖了800多

万元。我们现在还在尝试走精品、优品的路线。

只要东西好，根本不愁卖。”汪水荣说。

要想产品卖得好，品质是关键。针对辖区内

的椪柑存在“酸度高、甜度低”的缺点，近年来，衢

江区以实施省级乡村振兴（柑橘）产业发展示范建

设县项目为契机，大力推广“三疏二改”（疏树、疏

枝、疏果、改土、改水）、土壤覆盖反光地膜、果园生

草栽培、测土配方施肥、高接

换种等栽培技术，柑橘品

质明显提升并得到市

场认可，果园实现

了减量、提质、增效

目标。今年，衢江

区蜜之源家庭农

场、余氏家庭农场

等主体生产的精品

蜜橘，糖度达14度以

上，每公斤售价达 10

元，比过去上涨了5倍多。

为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

衢江区还对椪柑、胡柚进行种植占比调减和品种

改良。同时，成立中柑所专家工作站，率先引进金

秋砂糖橘、无核沃柑、“阳光1号”橘柚等中柑所的

系列柑橘新品种，从中筛选出适栽品种，以早熟低

酸优新品种为重点，加快早熟椪柑、无核椪柑和优

质杂柑等新品种示范橘园建设。通过高接换种对

椪柑、胡柚进行品性改良，对原先种植的蜜橘品种

进行“大换血”，如嫁接“红美人”等新优品种，将中

晚熟品种基本调整为“大分”“日南”等特早熟、早

熟品种，搭建更为合理的早中晚熟结构体系。

2021 年，全区柑橘新品种达 20 多个，其中种植面

积较大的有“甜橘柚”“鸡尾葡萄柚”“红美人”“春

香”等新品种占比15%以上，新品种果品的总产值

1.05亿元，占柑橘总产值的42%以上。

近日，当笔者走进高家镇划船村的红日家庭农

场时，农场主周卸才正带着工人们在整理陈皮仓

库。周卸才说，今年的橘皮收购即将开启。“收购的

都是周边乡镇的椪柑皮，涉及上万家农户。我们这

边的椪柑做的陈皮，品质比较好，在市场上很有竞争

力。不过，要想保持优势，还得付出更多努力，做出

区域特色。”

柑橘果实具有药用价值。自古以来，橘络、枳壳、

枳实、陈皮就是传统的中药材，在中医临床上广泛应

用。“衢州的椪柑属芸香科，具有点状油包较大、透明清

晰，质地柔软等特点，果皮中的挥发性油和黄酮类物质

含量均高于常见的芸香料品种，是制作陈皮的优质原

料。”衢江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近年来

柑橘产能过剩、椪柑销售遇冷的情况，红日家庭农场引

导橘农生产衢陈皮、衢枳壳、枳实等，实现“柑橘+中药

材”跨产业整合发展。2016年以来，该农场常年加工

衢陈皮约300吨、枳实（小橘粒）和衢枳壳各15吨，产品

大多销往安徽亳州中药材批发市场、广东新会陈皮市

场。2021年还生产小青柑制品150吨，专供广东市场。

为保证陈皮质量，衢江区还制定了《衢陈皮产地

加工技术规程》，对衢陈皮的加工条件、加工要求、包

装标签、贮藏和陈化、产品要求、档案管理等标准作

出相应规定，确保陈皮生产有标可依、产品有标可

检。2021年，该区在湖南镇破石村建立了乌溪江库

区柑橘（衢陈皮）数字化栽培及加工示范基地。

柑橘深加工不仅解决了产品滞销问题，也为当

地村民增加了就业机会。“采用传统工艺加工陈皮，

流程多，劳动力需求大。每加工1吨陈皮，仅剥皮环

节，就需40工劳力，还不包括后续的翻晒等环节。如

制作‘三花皮’，每加工1吨陈皮还需增加10工劳力。”

衢江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衢陈皮加工属

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前端联结广大农户和

专业合作社，后端联结优质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

近年来，衢江区一直重视延长柑橘产业链，推进柑橘

精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目前衢江区柑橘加工产品

以陈皮、柑橘囊胞、果汁、气泡水为主。浙江三童食

品有限公司常年生产柑橘囊胞、粒粒橙等产品7000

吨，产品远销也门、约旦、伊拉克、伊朗等中东国家。

衢州最大的柑橘出口主体——聚诚柑橘合作社，常

年出口柑橘8000余吨，主要出口马来西亚、菲律宾、

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截至目前，衢江区已拥有陈皮

加工企业 12 家，年产陈皮约 2500 吨，占衢州市产

量一半以上，年消耗椪柑鲜果约2.5万吨，占全区椪

柑总量的35%。结合柑橘产业转型升级，衢江区还

一直鼓励企业合理利用衢陈皮开发陈皮饼、椪普茶、

陈皮酒、陈皮酵素、陈皮花生等新产

品，不断拓展精深加工链

条，推动衢陈皮产业

持续发展。

打好价值牌，拓展链条强集群

打好形象牌，增强示范创典型

衢江果农在采摘新品种柑橘衢江果农在采摘新品种柑橘。。

金秋时节，正是丰收的季节，水晶柚、蜜橘、“红美人”、葡萄柚、椪柑……从农家地头到种植园区，衢州市衢江

区各类柑橘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

柑橘是衢江区的农业主导产业，也是衢江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特产。2021年，全区柑橘种

植总面积约6.5万亩，总产量约10万吨，总产值近2.5亿元，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来，该区把柑橘产

业转型发展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按照“保安全、提品质、调结构、控面积、树品牌、扩加工、促出口”的思路，多

措并举，为柑橘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助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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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三张牌” 撬动新动能
——衢江推动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