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丁佳味

桐乡槜李，堪称水果

中的“活化石”，至今已有

2500多年栽培史，是我省

至今被列入濒危抢救保

护的唯一的果树品种。

其果实鲜润清香，汁水饱

满 ，古 代 曾 被 列 为“ 贡

果”，果顶有一形似指甲

掐过的痕迹，据传是美女

西施留下的印记。

近日，在桐乡市梧桐

街道桃园村槜李专业合

作社果园里，记者看到红

彤彤的果子缀满枝头，果

皮晶莹剔透、吹弹可破，

举起果子对着阳光，可见

果子内部纹理。“这个是

已成熟的槜李，将果子拿

在手里，轻轻揉搓，待果

肉绵软，就可以撕开小口

放在嘴里，像吸果冻般吮

吸果肉。”合作社负责人

沈汉兴随手摘下一个成

熟果子，向记者展示槜李

的吃法。果肉吸入嘴里

那一刻，汁水四溢，一口

琼浆蜜液在嘴里炸开，有

酒香余韵，回味悠长。槜

李又称“醉李”，果真名副

其实。

“这几天槜李陆续上市，采摘期一般

只有15—20天。在种植过程中，我们对

肥料、农药等投入品管控比较严格，基本

采用绿色有机肥，用太阳能杀虫灯等绿

色防控技术。”桐乡市农科所副所长陈轶

介绍道。

槜李味美，却很难培育，对土壤和气

候要求高，生产周期长。一棵槜李果树

种下，要五六年后才会少量结果，有的需

要八年甚至十年。其间，需人工精心照

料，才能培育出口感绝佳的果子。

桃园村是当地有名的槜李产地。每

年6月份成熟季，桃园村1000多户人家，

家家户户进入忙碌的采收期。村头村

尾，摆满了一筐筐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

鲜槜李。“槜李产量不高且不稳定。盛年

期，一棵树一般可产果二三十斤；逢小年，

一棵树只能摘两三斤果子。槜李虽然好

吃，但因为产量低，价格也高，每斤售价在

30—100元不等。”沈汉兴感慨道。

为提高桐乡槜李品质，打响品牌，早

在2005年，桃园村就成立了槜李专业合

作社，注册了“桃园头”品牌，逐步实现统

一商标、包装、销售和管理。2015年，桃

园村开始尝试深加工，开发出槜李李子

汁、槜李冰淇淋、槜李啤酒、槜李白酒等

多款产品。其中，槜李李子汁因酒香浓

郁、口感醇厚、酸甜适口、风味独特，且富

含花青素、多种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颇

受消费者欢迎。

桐乡槜李凭借独特的感官品质和丰

富的人文历史，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证书，并被列入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2023年，桐乡槜李种植面

积达1966亩，总产量641吨，总产值1832

万元，平均亩收益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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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晓晓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钱塘自古繁华。

经过千年时光淬炼，浙江的茶叶、丝

绸、黄酒、中药……这些承载着深厚文化

底蕴的历史产业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依然

肩扛重担。数据显示，我省茶产业、丝绸

产业、中药产业、木雕产业的规模均超过

200亿元，其中丝绸产业已超500亿元，规

模占全国二分之一，茶叶出口量居全国第

一。数千年时光铸就的历史经典产业，如

何在传承中以“新质”换“新生”，实现经典

“永流传”？

品牌赋值。品牌是核心竞争力。目

前，我省已培育21个茶叶、中药材区域公

用品牌，万事利等丝绸品牌和古越龙山、

会稽山、塔牌等黄酒品牌在各自领域独领

风骚，西湖龙井品牌价值更是高达 84.35

亿元。然而，个别历史经典产业发展受

到一定约束。如何破解？唯有“两个

力”。一是主体内生驱动力。品牌既要经

典，还要变“年轻”。要采用现代化企业管

理模式，不断创新，推进产品结构升级和

品牌价值传递，给品牌注入新活力，创造

新的消费需求，突破新的消费圈层。这几

天，在省人民大会堂的历史经典产业精品

展中药展区，以“浙八味”为引领，还展出

了诸如方回春堂的《燕窝石榴花萃饮》等

年轻人喜欢的养生饮品。有着1400多年

历史的金华火腿，有经典大火腿，也有开

袋即食的火腿丝、火腿XO酱、火腿冰淇淋

等产品。二是政府对于品牌的扶持力。

品牌是支撑，也是抓手。对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来说，要继续完善农业品牌目录制

度，构建现代农业品牌管理体系。特别是

作为绿茶大省的浙江，要支持各地做精做

特区域品牌，强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管理，培塑一批具有鲜明浙茶标识的原创

IP，打造以西湖龙井为龙头，开化龙顶、景

宁惠明、安吉白茶等浙产名茶为主体的品

牌集群。

数智赋能。当下，在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主赛道上，理念创新、设计创新、营销

创新变得尤为重要。历史经典产业要历

久弥新，应善用数字化技术，在生产端和

销售端做好“融”的文章，创建高品质数

字工厂，迭代升级“茶产业大脑+未来茶

场”等发展模式，全面提升农业领域历史

经典产业的机械化、设施化水平。这方

面丝绸产业作了很好的示范。嵊州陌桑

高科公司自主研发成功工业化生产蚕茧

技术，2023 年工业化蚕茧产量占全省的

60%。达利丝绸建立了“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责任可究”的全流程数智一体化系

统，智能化无人值守黑灯车间已投入运

行。要坚持线上线下结合，融入电商、直

播等新业态，构建起现代农产品营销体

系。年销售额超 4 亿元的杭州艺福堂茶

业有限公司，是“互联网+茶业”模式的最

早试水者之一，目前已是头部茶叶品牌

“新贵”。去年，温州启动首届农播超级

联赛，大赛期间，选手直播场次达 500 多

场，发布短视频 1200 多条，以农特播、农

事播、村礼播、村游播等形式展现了温州

市美丽乡村、非遗文化、农特产品等，直

接带动农产品销售 1407.48 万元，赛事活

动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超2亿。

文化赋力。浙江为什么要下大力气发

展历史经典产业？因为凭借文化底蕴这

一独特优势，历史经典产业具有天然的市

场辨识度、群众基础和人才优势。随着国

潮崛起，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最

大助力之一。为加强对茶文化的深度挖

掘和保护开发，浙江各地不断推动习茶

俗、论茶语、享茶事，建设茶博馆、茶博园，

开展茶文艺作品创作等，让茶文化和茶产

业“活”起来。根据规划，浙江将重点打造

安吉白茶、磐安中药材等农业领域历史经

典产业全产业链 22 条，创建“浙南早茶”

“浙八味”两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文化的赋力，在提升产业的同时，还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要加强现代“新农

人”培育，在技能培训、平台搭建、创业补助

等方面向农业领域历史经典产业倾斜，培

养一批茶叶、黄酒、木雕等非遗技艺传承

人、高技能人才，让历史经典产业在传承中

创新发展活力四射。

如何让历史经典产业“永流传”

浙 农 观 察

6 月 12 日，

长兴县吕山乡吕

山村开展第三届

“巧手蚕娘”剥茧

子比赛，巾帼蚕

桑能手通过敨棉

兜、开棉兜等进

行角逐，感受春

蚕丰收喜悦，传

承蚕桑文化。

王徐超 摄

““蚕娘蚕娘””
赛蚕事赛蚕事

□本报记者 李松

本报讯 6月14日上午，全省现代“新

农人”培育行动视频调度会在杭召开。会

议总结交流现代“新农人”培育成效，研究

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省委“新春第一会”以来，

各地高标准谋划、高规格部署、高效能推

进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因地制宜创制

专项支持政策、创设项目平台载体、创新

人才引育方式，形成了“新农人”培育的强

大合力，实现了“开门红”。截至6月中旬，

全省共培育“头雁”2600人、现代“新农人”

15.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6.5%、

63.5%。第一季度培育农创客 5914 人，完

成全年任务指标的29.6%。农业农村科技

人才、公共服务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培育

已完成全年指标的60%以上。

会议强调，各地要靶向破题、精准攻

坚，凝心聚力推动现代“新农人”培育再上

新台阶。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在政策制

定、项目设定和资金安排等方面加强支持

力度，加快推动形成青年返乡入乡就业创

业热潮，做深青年入乡文章。要紧盯任务

协同攻坚，坚持上下联动，健全部门定期

会商、协同推进机制，推动政策集成、要素

集聚、服务集合，做实闭环推进机制。要

完善制度健全体系，结合实际加大制度创

设力度，完善支持体系，健全相关标准，做

强数字化应用平台，加快实现“新农人”培

育一网统管、一站服务。要突出示范强化

引领，深入挖掘新农人培育的好经验、好

做法，选树推介一批典型案例和先锋人

物，加快打造一批具有“三农”辨识度、乡村

人才特色、全省示范性和全国影响力的标

志性成果。

会议通报了全省现代“新农人”培育

行动推进情况。会上，各设区市农业农村

部门相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靶向破题 精准攻坚

推动现代“新农人”培育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