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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2023 年 11 月底，瓯柑进入采摘

时节，盛产瓯柑的三垟湿地举办了一场瓯

柑文化节活动，评选“大吉王”，摆起市

集。高天明说，没想到现场这么热闹，种

了50多年瓯柑的他突然觉得“还是有未来

的”。

根据瓯海区瓯柑产业“三年行动”计

划，2024 年将初步建成集生产、加工、仓

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瓯柑全产业链。

在新上线的温州瓯柑数字化平台，笔者看

到温州市的瓯柑产业布局，包括土地资

源、种植规模、农业灾害、生长态势分析

等。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有助于瓯柑产

业未来的发展。

破解产业发展问题，关键是对症下

药。瓯海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当

地经过三年探索，认为在体制机制、品质

提升、主体培育、基础设施、要素保障等方

面需要多方发力。

刘冬峰则建议围绕“四方面”开展：稳

定瓯柑种植面积，建立瓯柑核心保护区；

提高产业附加值，聚焦瓯柑功能性成分等

高值化研发；开展品牌化运营管理，对瓯

柑进行原产地保护；持续拓展新市场，成

立产业协会规范市场经营行为等。

面对“吃不惯”的问题，刘冬峰也提到

一个有趣的观点：“做细分赛道的冠军。”

柑橘种类多样，瓯柑的口味特点、药用价

值的特殊性，也许恰恰代表了新的市场。

在省内，常山胡柚的发展之路颇受业

内认可。同样悠久的历史，2003

年，“常山胡柚”成为原产地

保护产品。随着药用功

能的开发利用，胡柚

在精深加工、品牌

文化建设上持续

迎来突破。2016

年，以常山胡柚

和香柚为原料

生产的网红饮

品“双柚汁”一年

卖出1亿瓶。

这对瓯柑发展

也是启示：寻找新的

突破点，在功能性上做

文章、在深加工上谋发展、在

标准生产上保质量。让一方水果不仅

停留在民俗记忆上，还要走上产业化发展

之路。

先苦后甜，希望这枚温州果，尽快走

出一条“甜蜜”路子。 王艳琼

苦橘子如何变“甜”

在温州市区万源路一家水果摊，新上市

的瓯柑个头不小，顶部还冒着鲜绿，每公斤售

价 16 元，边上摆着的黄岩蜜橘 1.5 公斤只卖

10元。“这苦味，一般人可吃不惯。”店主打趣

道，这是温州人的专属水果，再贵也有人买。

瓯柑栽培历史约2400年，唐宋时曾作为

朝廷贡品。业内专家介绍，全球目前2000多

个柑橘种类，浙江有100多种，温州20多种，

唯独瓯柑在温州历史悠久。

小小瓯柑，荣誉也不少。1990 年，瓯柑

成为北京亚运会指定的运动员专用水果；

2003 年，盛产瓯柑的瓯海被评为“中国瓯柑

之乡”；2006年，瓯柑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

除了知名度，瓯柑还有更多内涵和价值。

温州方言中“柑”与“官”同音，瓯柑比一

般橘子大，被温州人唤成“大桔”，谐音“大

吉”。温州人传统过年走亲戚送瓯柑，也会将

其用作祭祀贡品等，有讨彩头之意。

瓯柑也被认为富有药用价值。《本草拾

遗》等古医书有记载瓯柑。温州民间有民谚

“端午瓯柑胜羚羊”，广泛流传瓯柑可退烧、治

咽喉炎、头痛等热性疾病的说法。

温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市共有 4 万多亩瓯柑种植地，主要分布

在瓯海三垟、泽雅，乐清白象、清江，龙湾状

元，瑞安和平阳等地，其中位于瓯海区的三垟

湿地瓯柑，因湿度、温度影响，品质最佳。

为重点培育瓯柑产业，2021 年，瓯海已

启动振兴瓯柑、杨梅产业“五优工程”三年行

动，势要将其打造成“致富果”。去年，温州

更是在谋划重点打造的“六个一”农业产业

里，将瓯柑和杨梅并列归属到“一个果”发展

名单。

光环满身，瓯柑产业的发展却不温不火。

“这是保本生意。”瓯海三垟街道瓯柑种

植大户高天明说，虽然单价有点高，但种瓯柑

的收益并不大，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少。

农户的感受，也反映了瓯柑市场的现

状。长期致力于瓯柑特色产品研发的浙江百

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锋向笔者吐露

同样的心情：“市场是有的，但主要局限在温

州，总体产业规模不大。”陈锋说，企业近年也

想向外拓市场，生产的瓯柑汁已经没有苦味，

微甜，但外地市场各有各的柑橘类饮料，温州

以外对瓯柑的接受度似乎并不高。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曾对瓯柑产业

现状做过市场调研，发现这颗苦橘子面临的

问题也是有“苦”有“甜”——

一方面，“苦”在生产。随着城市化推进，

以及耕地保护政策，瓯柑种植面积难扩展。

另外，作为区域性消费为主的地方水果，瓯柑

生产环节受市场影响较大。当市场供不应求

时价格奇高，增加产能又难以销售，果园失

管、弃管后黄龙病感染风险增加，果农生产效

益难以稳定。

另一方面，“苦”在市场。虽然栽培历史

悠久，但瓯柑文化挖掘及品牌管理不足，

受认可但叫不响，品质参差不齐，

也 无 法 做 到 统 一 的 优 质 优

价。此外，瓯柑的功能性开

发、商品化不足，也导致

难以打开新市场。

“好在政府重视产

业振兴，近年我们参与

了多项研发。”浙江省

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刘冬峰介绍，该

所联合多家单位组建科

研团队，聚焦瓯柑产业发

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开展技

术攻关，目前已研发推广“瓯柑

健康容器大苗培育技术及应用”“瓯

柑机械化省力化栽培技术”等。

专家及部门相关人员认为，作为温州特

色水果，瓯柑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拥有稳

定的市场，已有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值得研发

投入，发展前景可期。

历史悠久的温州果

瓯柑产业有“苦”有“甜”

瓯柑文化节、瓯柑数字化平台、瓯柑饼……

温州瓯柑何时能苦尽“甘”来

温州人家喻户晓的瓯柑，并不是所有人都吃得习惯。

瓯柑属于柑橘却口味特别，吃一瓣，嘴里猛地一阵苦味，舌间发酸，

再回过神，才觉知有点甜。

每年12月开始，瓯柑开始大批量上市。笔者关注到，除了寻常售

卖外，今年瓯柑市场还有新变化，比如衍生出瓯柑饼、瓯柑汁、瓯柑茶等

新产品。不久前，温州还举办瓯柑文化节，启动瓯柑数字化平台等，大

有振兴产业发展之势。

特产水果代表地域特点、人文历史，也体现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眼

下，温州瓯柑发展如何？背后有哪些“甜”故事？笔者对话农户、企业代

表、研究专家及相关部门，多方寻找答案。

游客体验水上集市活动游客体验水上集市活动。。

用瓯柑幼果晒制而成的用瓯柑幼果晒制而成的

特色产品特色产品““柑儿文柑儿文””

瓯柑丰收瓯柑丰收。。 陈明铭陈明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