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兴不兴旺，关键看百姓收入有

没有提高。

为了让更多的果农享受到胡柚全

产业链发展带来的红利，常山县聚焦

低、小、散的传统果园，以“双柚汁”市场

走红为契机，通过“公司+集体+农户”模

式，探索打造“万亩香柚共富果园”，实

行统一流转、统一管理、统一销售，让更

多果农走上共富之路。

常山县青石镇飞碓村村民江金花

就尝到了“共富果园”带来的甜头。“果

园不用我自己打理，每年还有4000多元

的分红。”江金花喜滋滋地说。“共富果

园”由村企组建技术服务队统一管理，

除为村民带来土地流转收入及年终分

红外，还带动了村里闲置劳动力就业，

提高村民收入。

“共富果园”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

建设，安装了传感器、小气象站、土壤监

测等设备，对每一棵果树独立编码、记

录农事信息，确保全产业链质量安全。

“现在通过手机，便可以实时监测果树

的生长状况，管理十分方便，省力又高

效。”丁开有说。

去年，浙江常山恒寿堂柚果股份有

限公司与常山县东案乡签订了第二轮

万亩香柚共富果园建设协议。根据协

议，在5年内，要建设2万亩标准化香柚

种植基地，年产香柚4.5万吨；建设大型

冷链仓储物流园区、‘双柚’加工车间、

高端民宿等新业态，带动农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该公司还在常山县

天马街道天安村集中流

转2400亩土地，建立

香 柚 种 植 基 地 。

按照约定，公司

每年将按种植

基地效益年均

7.5% 的 份 额

给 予 村 集 体

和农户固定回

报，全村608户

农户直接受益，

户均年增收 4000

多元。

如今，常山县已创

建胡柚“共富果园”30个，亩

均增收 2000 元，带动农民就业 5000 余

人，全县仅此一项可增收3000余万元。

“我们的初心是要聚全县之力专注胡柚

‘一只果’，让这只柚果蝶变为‘共富果’。”

潘晓晖说。数据显示，常山县现有胡柚

栽培面积10.5万亩，年产量13万吨，相

关从业人员近10万人，带动农民增收超

10亿元。

“吃干榨尽”掘金全产业链

常山胡柚浑身都是宝，这是常山百姓对胡柚发

自内心的认可。在“双柚汁”出圈之前，常山胡柚以

鲜食为主，附加值并不高。

从事胡柚种植、贩销30余年的常山果农樊利

卿对此深有感触。“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一只胡

柚可卖2元，到后来一斤最多卖1元，价低伤农，很

多果农对果园也就放任不管，胡柚的产量和品质随

之下降。”谈及胡柚的既往史，樊利卿痛心不巳。“由

于果园疏于管理，果品质量变差，售价一路下滑，胡

柚产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何挖掘胡柚的内在价值，做大做强胡柚产

业？“‘要壮大胡柚产业，必须走深加工路子，‘吃干’

胡柚产业链上每个环节中的营养，‘榨出’蕴藏其中

的‘剩余价值’。”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丁开有

说，利用胡柚浑身是宝的优势，从青果、鲜果、小果

入手，全面提升胡柚全产业链发展水平。

2016年，由常山胡柚小青果制成的“衢枳壳”，

成功入选《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小青果变废为

宝，胡柚行情也随之连年看涨。“小青果当药材卖，

果农加大了疏果力度，成熟后的胡柚鲜果品质因此

提高，价格看涨，对老百姓来说实现了‘双赢’。”丁

开有说，如今，常山县正组织科研力量，加大对胡柚

药用化基础性研究，争取将“衢枳壳”纳入《中国药

典》增补本，进一步拓宽其药用价值和流通渠道。

数据显示，目前，常山“衢枳壳”年产量6000吨，产

值2.8亿元。

胡柚青果入药带来的巨大效益，让常山人民脑

洞大开，也给胡柚精深加工拓展了一条新路。事实

上，在常山，有关胡柚的深加工饮品，不少企业一直

在探索。但由于胡柚本身微苦的特性，过去开发成

功的胡柚汁口感偏苦，一直没能打响市场。2015

年，浙江常山恒寿堂柚果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引进日

本香柚到常山种植，建立了1.2万亩香柚基地。该

公司联合科研单位对胡柚、香柚原料进行深入研

发，终于在2020年成功研制出“双柚汁”，并通过技

术改良和优化，使其口感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同时

创建了“柚香谷”品牌。“双柚汁”由此迅速成为饮品

市场中的网红产品。

除了“双柚汁”，近年来，常山县聚焦胡柚全产

业链，开发出“饮、食、健、美、药、香、料、茶”八大系

列精深加工新产品 80 多款，受到消费者的热捧。

如与胡庆余堂合作研发推出的“胡柚膏”，成为养生

“爆款”，去年入选浙江省十大药膳饮品。

深加工产品的热销，带动了胡柚鲜果的销售，

目前高端商超的鲜果单价已卖到8元/公斤，比往年

上涨了一倍多，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常山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郑君坦言，“胡柚深加工的兴起，产业链

的延伸，让常山胡柚产业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去

年，以胡柚为核心的“双柚”总产值突破40亿元。常

山胡柚入选全国10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常山

胡柚”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达103.97亿元。

自2020年开发至今，短短三年多时间，常山

“双柚汁”为何能在激烈的饮料市场中异军突起？

“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郑君给出了直白的解答，“‘双柚汁’的成功，

首先是品质好，既有胡柚润肺养生的内涵，又有

香柚酸甜清爽的口感，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

口味；其次是迎合了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在常山县胡柚产业协会会长汪明土看来，

“双柚汁”的成功打响，一方面是更深入地挖掘

了胡柚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倒逼了胡柚种植端的

转型，进一步提升其口感和风味。汪明土说：“前

几年，胡柚的口感不太好，苦味太浓，掩盖了胡柚

清香、酸甜的特性，其中主要原因是土壤酸化引

起的。”汪明土分析，过度使用复合肥，导致土壤

板结严重，使得果树营养不良，从而影响了胡柚

的品质和风味。

为此，汪明土耗时近10年，研发配制了一份

胡柚的“营养套餐”：用菜籽饼、豆粕、花生饼等高

蛋白固态肥料，加入红糖、益生菌群等辅料，使固

态物质发酵分解成液态肥料，给胡柚树施用，胡

柚的品质迅速提高。“这两年，我家的胡柚还未成

熟就被订购一空，品质好的每公斤要卖16元，还

供不应求。”汪明土自豪地说。

酒香还需勤吆喝。除了种植

端的持续发力，常山“双柚”产

业的销售网也在同步扩张。

为打响品牌，常山县采取线

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线上由

龙头企业主营，加强培育电

商平台；线下则充分发挥异

地商会、乡贤等资源优势，特

别是利用餐饮连锁店的力量，

在引导消费习惯的过程中，打开

高端市场。同时，常山县还策划“赏

花问柚”品鉴活动，举办音乐节，拍摄

“胡柚娃”动漫电影……

“胡柚产业逐渐步入正轨，一方面与常山多

年打下的胡柚产业基础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致

力于专攻胡柚精深加工业密不可分。”常山县委

书记潘晓晖认为，后疫情时代，乡村旅游、民宿经

济、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将复苏回暖，常山胡柚产

业也要不断创新发展。“只有紧抓市场风口，不断

创新求变，做好常山胡柚产业‘接二连三’文章，

才能站稳脚跟。”潘晓晖说。

村企携手打造“共富果园”

“双柚”合壁站上消费风口

产 业编辑：葛勇进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95 E-mail：gyj1888@163.com
2023年4月8日 星期六 5

一瓶“双柚汁”撬动百亿元大产业

常山一只果“蹚”出一条共富路
□本报记者 唐豪

3月29日，全省山区海岛县“一县一链”现场推进会在常山县举行。在现场考察时，与会代表被常山恒寿堂柚果股份有限公

司的胡柚产品加工生产线深深吸引。

很长一段时间，常山胡柚比水贱，每斤售价仅几毛钱，成为常山果农一件痛心事。近年来，常山县围绕胡柚全产业链开发，

深入落实“一县一链”机制，紧抓“一只果”不松懈，充分挖掘胡柚的多重价值，在产业规划、政策导向、要素配套上深耕发力，将

“一只果”“吃干榨尽”，成功开发出网红饮品——常山“双柚汁”，撬动了全县百亿元级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全要素链、全产业

链、全价值链融合发展之路。

相比可乐、雪碧、王老吉等常见饮料，常山“双柚汁”的售价并不低，一瓶300毫升的“双柚汁”卖6.8元，1升装的售价高达

17.8元。然而，这并不影响其火爆出圈，不少商超、餐饮店等经常出现断货情况。数据显示，2022年，常山“双柚汁”单品销售

额超4亿元。成功出圈的常山“双柚汁”，一时成为百姓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也让常山胡柚再度成为当地果农的“摇钱树”。

常山胡柚如何从一只曾不受人待见的“弃果”，一跃成为当地公认的“共富果”？近日，记者走进常山，一探其背后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