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是今年枇杷节期间，吸引来的游客就

超过10万人！”桐屿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小

稠村如今已成为当地的农旅融合新地标。

2019 年开始，小稠村在传统枇杷节的基

础上以文旅融合的方式将其升级成枇杷文化

节，探索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如今，每年枇

杷成熟时节，漫山遍野的枇杷园地果香萦绕，

园内果农采摘正忙，村中“稠记”枇杷产品销售

火热，慕名而来的游客摩肩接踵。

在今年的枇杷文化节上，除引人注目的首

篮枇杷拍卖活动外，台州市“浙东唐诗之路消

费季”活动还举行路桥枇杷国家地理标志授牌

仪式。同时，枇杷园采摘、迎亚运健步走、枇杷

共富集市、南官食令、星光音乐会等丰富的活

动也吸引了无数游客、媒体、企业前来体验、报

道、采购，打响了小稠村农旅品牌知名度。

“村前绿水盈盈绕，村后枇杷满山坳”，这

是吸引游客前来小稠村游玩和采摘的主要原

因，不过，以前的小稠村却是另外一番样子。

“几年前，南官河小稠泾还是一条臭水河，

两岸杂草丛生、蚊蝇飞舞。”小稠村村干部任增

明介绍。2006 年开始，村内就以乡村建设为

抓手，大力改善村庄环境，开展村民文化活动

中心建设、自来水工程及排污排水处理工程建

设、“赤膊墙”及外立面修缮、村庄范围内的绿

化、村道路硬化等工作。2017年，小稠村实现

污水全纳管，河道完成清淤疏浚，实现“清水”

“活水”“畅流”。同时，小稠村还在丘陵山地推

进凉溪坑整治工程，通过河道整治、护岸清理、

溪坑生态修复等措施提升水土质量。

与此同时，桐屿街道发挥各村资源禀赋和

自然基础，以包含小稠等村的凉溪古道环山线

路等景观为主体，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和生态旅

游业发展，“生态枇杷”成为旅游名片。经过环

境整治后，小稠村从曾经脏、乱、差的原料产地

蜕变为环境优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文旅

地标。小稠村的枇杷产业也从传统农业转型

为品牌农业、休闲度假农业新业态。

“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小稠村将农村人

居环境提升与特色农业发展相结合，围绕如

何发展产业、如何建立品牌影响力、如何拓展

销售渠道等问题，立足发展实际，提升产品质

量，延伸产业链，强化市场影响力，让枇杷产

业“接二连三”，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农

民增收。

如今，小稠村枇杷产业产值超 800 万元，

文化旅游收入超300 万元。小稠村村集体经

济从2002年的2万元跃升到2022年的640余

万元，人均年收入从几千元提升到6.2万元。

曾智鸿

走进路桥区桐屿街道小稠村，房屋鳞次栉比，

村口共富工坊的流水线上，枇杷露、枇杷饮品等产

品完成了装瓶、包装等步骤，成了独具特色的伴手

礼。

小稠村是桐屿枇杷的主产区，全村500 多户

几乎家家种枇杷，主要品种是“大红袍”和“白

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基于枇杷种植历史与

现实的水土条件，小稠村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陈

初建决定，将枇杷作为小稠村发展致富的“金

果”。1984 年，陈初建还创办了小稠村首家罐头

食品厂。

在上世纪80、90 年代，桐屿枇杷罐头产量占

据全国总产量的1/4，枇杷产销成为桐屿经济的第

一支柱产业。然而，当时小稠村的产业模式主要

是向加工企业供应原料，村民大多在枇杷采收后

“失业”。随着罐头产业收缩，小稠村的枇杷销售

也成为难题，这一境况开始倒逼小稠村布局枇杷

产业链，让他们从品种研发、枇杷加工、经营主体

培育等环节发力，推动枇杷产业提质增效。

小稠村先后十余次邀请省农科院专家进村开

展技术指导，围绕枇杷调研地理环境、水土条件，

建立枇杷高品质种植试验基地，筛选适合当地种

植的优质枇杷品种19个，建设300亩规范化栽培

核心区，打造“种子库”。通过枇杷园地设施建设，

推广新型肥应用，实施矮化种植等技术试验，举办

“共富大学堂”，将小稠枇杷优质果率提升至80%

以上，保证了产品品质。

小稠村还创办枇杷产业研究院，投资800 万

元建立标准化生产车间“阳光工厂”，统筹各方技

术、人才、资金，统一生产枇杷露、茶饮、酒、膏等系

列产品，将冬花夏实的枇杷转化为全季产品矩阵。

虽然今年枇杷早已落市，但村里500 多户果

农仍在收集、晒制枇杷叶、枇杷花，为制作枇杷露

再度忙碌。

同时，小稠村积极培育村内农业专业合作

社、果品公司、“农创客”等一批原料生产、产品

研发、批发零售的不同经营主体参与枇杷产业链

的完善，通过“五村连片”党建联建形式打破各村

协作壁垒，放大小稠枇杷产业效应，强化共富工

坊，带动村民共同参与枇杷产业建设、共享发展

成果。

近日，在村民广场的“共富集市”上，果农

张文彬笑开了花：“以前我们是蹲在路边卖枇

杷的散户，现在我们都卖‘稠记’，大家都认！”

前几年，小稠村注册了“稠记”商标，打造品牌

形象，让村民从卖水果到卖“文化”，增强市场

影响力。

桐屿街道推行“村+公司+农户”的经营模

式，与周围共建的五个村一起注资 5000 余万

元成立小稠农旅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主推“洛

阳青”“桐屿白”等优质品种，健全枇杷统一管

理、包装、宣传，实现分级销售，扩大品牌效应。

经过品牌运作之后，每年枇杷上市季节，

小稠村的精品包装枇杷加工产品经常出现供

不应求的现象，身价也一下提高了近10倍，从

三五元钱一斤到现在的三十几元一斤，种植户

张宝林笑道：“以前种田一天赚几毛钱，现在一

天赚两三百元！”

此外，为了提升品牌附加值，“稠记”品牌

围绕“中国枇杷之乡”主题，设计枇杷品牌形象

“皮皮”，开发衍生胸章、抱枕、帆布袋、T恤衫

等产品，系列产品获评“浙江有礼”省级伴手

礼。

在走访中，村干部留意到村民任月丽家传

枇杷膏古方非常有市场价值，于是，村里以此

为契机，成立专人专班，寻访村民、调查档案，

挖掘与枇杷相关的民俗文化、生产技艺，积极

建档建册，“枇杷露制作技艺”成功列入台州市

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枇杷之

于小稠，文化内涵也日渐丰富。

随着“稠记”品牌影响力提升，小稠村也开

始探索新的销售方式。

“这几年，我们探索线下、线上销售方式，

增强物流能力，打通销售最后‘一公里’。”桐屿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小稠村深化“基地+市场”合作方式，促成

鲜果巴巴、华联超市、农港城与小稠农旅发展

有限公司达成采购意向协议；联结打通农户

—企业—经销商之间的信息渠道，加快构建产

销一体化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创新成立全省首

家枇杷产业农合联，推进销售渠道共享，实现

产销精准对接。

小稠村还紧抓“互联网+”的机遇，筹措共

富基金500万元，打造“屿你桐行”直播带货品

牌，定期开展“直播销售大比拼”活动，培育了

一批特色电商品牌产品，创新出“支部搭台、网

红带货、农户受益”的直播模式。在阳光工厂

4间宽敞明亮的直播间里，最多的时候，一天

就能卖出7000多单。

“我们一家种，不如百家种，有平台统购统

销，也可以自己网上卖，销路比以前广多了。”

村民任建荣笑着说。

为推动枇杷走出去，小稠村设立“共富物

流”，针对枇杷保存期短、运输成本高等难题，

依托快递行业联合党委，整合13家快递物流

公司及42个网点，实现三级物流快递网络全

覆盖；引入“红色助农”“大企牵小企”物流，签

订助农合作协议，推动快递费下降20%—50%，

实现降本提质；对接开拓海外市场，通过冷链

物流将枇杷产品运送到新加坡、非洲等国家和

地区。

山村办起研究院 “稠记”做成伴手礼

枇杷引来十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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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从2002年的2万元跃升到2022年的640万元

路桥小稠村的枇杷产业升级之路

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枇杷种植已有800多年历史，尤以小稠村枇杷闻名遐迩。近年来，小稠村坚持

“先富带后富”，大力发展枇杷产业，同时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将一个旅游资源短缺、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山村，打

造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国枇杷之乡”、枇杷文化主题旅游热门目的地。小稠村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随着“千万工程”的实施，小稠村人居环境得以改善后，枇杷产业也走出了一条从传统生产型农业向品牌农业、

休闲农业发展的跃升之路。

小稠村村民在管理枇杷小稠村村民在管理枇杷。。

村民正在售卖枇杷深加工品村民正在售卖枇杷深加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