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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做好共富“侨”文章
近年来，青田县高水平建设浙江（青田）华侨

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以“侨”为桥、以“侨”为藤，

打造优质农产品“全国买 全球卖”集散中心，致

力成为浙西南开放窗口、山区23县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样板。

厚植“优渥土壤”，打造优质农产品出海平

台。一是“一城”引领。青田县立足华侨资源优

势、进口商贸优势和大量侨商青商从事餐饮、超

市行业的优势，全力打造浙西南首个农产品出口

销售基地——青田侨乡农品城，在售优质农产品

1000余种，开设青田农遗良品展销馆、杭州侨乡

农品城直营中心，逐步扩大销售网络。2023年，

侨乡农品城入驻企业出口销售额累计达1.58亿

元。二是“两园”协同。建设海溪粉干乡愁产业

园，推进粉干产业向高精优转变；建大建强油竹

农产品储运园，包含青田县稻鱼共生全产业链提

升综合扶贫项目、青田县油茶产品研发及检测中

心、青田县侨乡小微食品产业园等，集研发创意、

精深加工、检验检测、物流仓储、观光体验等功能

于一体，为青田乃至全国的农产品提供精深加

工、仓储、出口等“一站式”优质服务。三是“三

仓”助力。青田县通过先行先试参与浙江自贸区

建设，创设“保税仓+保税飞仓+海外仓”全球经

贸共享平台，为丽水乃至浙西南企业提供物流、

仓储服务，提升青田华侨海外贸易网络能级，并

与宁波北仑共建“保税飞仓”，叠加宁波梅山综合

保税区和青田华侨试验区功能优势，成为浙江省

自贸区第七批“十大成果”之一。

培育“壮硕根茎”，提升优质农产品产业能

级。一是打造品牌。实施农业品牌振兴行动，

推行“政府主推、企业协作”品牌机制，集中培

育壮大以“青田青”品牌为首要区域公用品牌，

稻鱼米、山茶油、海溪粉干等多个农特产品品牌

为辅助的“1+N”品牌体系。助力青田农遗良品

品牌建设，全面拓展“山鹤”“清甜优选”等优质

农副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余米三生”成

功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马德里国际

商标。二是提升产业。青田县探索农遗文化多

元融合发展、全域特色农产品“搭侨出海”等创

意农业发展模式，打造“鱼多多”“杨梅小将”

“油茶果果”等文化 IP，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农

遗题材动画《青田小田鱼第一季》入选 2023 年

电视动画重点项目名单，成功取得发行许可证，

进一步深化了农遗价值转化。青田稻鱼米荣获

“第三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籼稻组双金奖”

等40余项奖项，其产供销模式被全国供销总社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青田样板”。三

是便利服务。协同丽水海关，依托出口监管仓，

设立进出口鲜活易腐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

道”，实行“5+2”预约查检和优先查检，高效保

障货物“即报即检”，打造便捷、高效的出口平

台。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开展农产品出

口贸易国检改革试点，采取异地农产品在青田

集中检验一站式出关模式，为农产品出口开通

“快速通道”，现已实现丽水范围内食品农产品

在青田报检通关。

拓展“地瓜藤蔓”，助推优质农产品行销全

球。一是高层次“大展销”。充分挖掘展会带动

效应，组织本地优质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团参加省

农博会、丽水生态精品农博会等20余次，累计促

成产品销售额超亿元。建立全国优质农产品海内

外展销大平台，通过举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大会、农遗良品展、侨乡农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

以核心区辐射带动全国各地优质农产品走向世

界。二是高质量“引进来”。出台侨乡农品城招商

政策，设置按贡献奖励、租金减免等优惠政策，吸

引14家企业入驻侨乡农品城。招引西班牙火腿

等特色侨贸生产加工企业，提能升级侨乡特色产

业体系。引进浙江优奈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

浙江农林大学、江南大学建立科技战略合作，高质

量推进油茶精深加工，以科技创新赋能茶油产业

链做强、价值链提升。三是高水平“走出去”。搭

建以侨乡农品城为载体，集线下直营销售、线上平

台数据可溯源、国外联盟联合销售于一体的大型

贸易集合体。线下在大中城市开设侨乡农品城直

营店或农产品专柜，线上开辟京东青田特产馆、邮

乐购、好易购、快乐购等网销模式，海外依托侨团

侨社与海外万家中餐馆联盟等侨资源，带动青田

杨梅、海溪粉干、北山索面等本土农产品远销海

外，辐射带动缙云茭白、景宁粉丝、庆元菌菇等产

品走出国门。

黄岩是中国蜜橘之乡，也是世界上最早、历

史最悠久的优质柑橘集中产区。蜜橘筑墩栽培

系统是黄岩先辈在永宁江两岸含盐量较高的滩

涂地上，创造的独特低洼沿海盐碱滩涂地的土地

利用方式和生态农业循环系统。近年来，黄岩区

以橘为媒，持续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全力

打造集世界宽皮柑橘始祖地、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地、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生产地“三地”于

一体的世界特色柑橘产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目前，黄岩区蜜橘种植面积达 5.4 万亩，年产量

6.5万吨，年产值4亿元，围绕柑橘产业产生的文

化旅游收入达10亿元。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

系统已成功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我国

柑橘走向世界作出努力。

组织强化，蜜橘之盾更坚固。一是强化组

织领导。成立区“中华橘源”建设领导小组和黄

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

制定《台州市黄岩区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保

护办法》，建立多方参与机制，明确各方责任与

义务。二是强化规划引导。编制《浙江黄岩蜜

橘筑墩栽培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系统分析浙

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的起源与演变、特征

与价值、保护的重要性及发展前景，进行科学保

护和适应性管理，最大程度发挥其生态、经济与

社会效益。三是强化扶持力度。出台《关于推

进黄岩蜜橘等精品水果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关于进一步扶持农产品营销体系建设的若干

政策意见》等文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发挥财

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动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

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

科技赋智，蜜橘之甜更胜昔。一是智慧引

航，激活创新活力。加强与浙江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柑橘研究所、浙江省柑橘研究所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合作和科技攻关，通过招标、合作、特

聘等多种形式组成各类专家团队，从项目立项、

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全程提供智力支持。二是

平台搭建，促进共同成长。通过深化与高校、科

研院所等单位的合作，实施农业农村部柑橘有机

肥替代化肥项目、黄岩蜜橘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

目、黄岩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系补助

项目、浙江省乡村振兴蜜橘产业发展数字化示范

建设项目以及黄岩蜜橘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工程

项目，打造黄岩蜜橘技术中心。投入5000多万

元启动建设黄岩蜜橘种源研究中心，建成占地

300亩的数字化中心基地，与华中农业大学、浙

江省柑橘研究所、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共建黄岩

柑橘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三是品种改良，提

升品质效益。实施“利用杂交育种和实生选种创

制黄岩蜜橘新品种”“黄岩蜜橘无病毒种源良繁

技术研究与示范”“‘咸淡冲’影响黄岩蜜橘糖分

积累机理研究”和“黄岩蜜橘优质轻简栽培技术

研究与示范”等项目，优质“本地早”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达到12.5以上，优质“红美人”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达到 13 以上，选育出“美人葡萄柚 1 号”

“美人葡萄柚2号”和“三倍体葡萄柚1号”（均为

暂命名）等有竞争优势的优良柑橘品系。启动建

设黄岩蜜橘种源研究中心，开展“细胞工程技术

改良黄岩蜜橘”和“利用分子设计育种改良黄岩

蜜橘”项目，引进柑橘优系27个，世界各地核心

种质资源102份，自主培育新种源材料2059份，

以黄岩蜜橘为亲本，通过杂交、胚抢救获得离体

培养幼胚8778个，为创制具有黄岩特色柑橘品

种打下基础。同时，开展补光系统对“红美人”品

质的影响的研究，提升“红美人”柑橘的种植水平

和质量。

品牌塑造，蜜橘之韵更生动。一是示范引

领，传承文化精髓。在中华橘源小镇和黄岩贡橘

园打造适合现代化、机械化管理操作的黄岩蜜橘

筑墩栽培系统示范区，重点建设孙家汇数字化柑

橘园区；建成柑橘博物馆，典藏和陈列以黄岩蜜

橘筑墩栽培系统为代表的柑橘文化。同时，园区

还建设黄岩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使其成为提

供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知识、教育和观赏的传

承平台。二是创新活动，点亮传统文化。充分挖

掘提升柑橘文化内涵和价值，举办黄岩橘花节和

柑橘旅游节，延续“祭橘神”“放橘灯”“种橘福”等

传统习俗，成立黄岩蜜橘文化研究室，组织专家

挖掘灿烂的蜜橘文化，编排相关文艺作品，如中

华橘颂大型舞台剧、中华橘宴等，再现浓厚的柑

橘文化氛围。三是强化宣传，塑造品牌形象。在

显著位置设立黄岩蜜橘宣传广告牌，并专门设置

蜜橘销售区块，建设贡橘园、博览园黄岩蜜橘营

销中心，形成浓厚的宣传营销氛围。组织柑橘经

营主体参加省农博会，开展黄岩蜜橘高铁冠名，

提升黄岩蜜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拍摄黄岩

蜜橘宣传片，通过多种途径，全方位宣传黄岩蜜

橘。

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的时代价值

本版稿件由省委农办秘书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