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中国生态第一县”庆元，竹口镇新窑村农民杨宽英种植甜桔柚的丰收故事，印证了丽水山地特色生态
农业高产高效的品牌之路———

山田勤“山耕” 山乡宜“山居”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吴守全

昨天清晨 5 点， 天空泛白， 年过花
甲的“外婆”杨宽英收拾好行装，和工人
们一道上了山，趁着天凉，开始修剪夏
梢。 距立秋节气不到十天，杨宽英和 70
多名合作社的工友要加班加点完成整
座桔山的夏梢修剪。

今年 62 岁的杨宽英是庆元外婆家
水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熟悉的人都
称她“外婆”。

如今在庆元， 像杨宽英一样发展着
“甜蜜事业”的种植户还有很多。 外婆家
水果种植合作社被评为全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志东牌”“鲜润牌”“齐
圣牌”“外婆村牌”等 9 个基地的甜桔柚
产品先后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A
级绿色食品认证。

如今，“中国生态第一县”的庆元甜
桔柚种植面积达 1.26 万亩， 产量 1.05
万吨，产值 1.16 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甜
桔柚产区。 而丽水在全国首创以政府所
有、协会注册、国资公司运营模式，覆盖
全市区域、全产业、全品类的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像庆元甜桔柚
这样的生态农产品越来越“金贵”。

“二次创业”种桔柚

杨宽英种甜桔柚的故事， 要从庆元
引种日本“甜春”桔柚说起。 早在 1989
年，庆元县屏都林业工作站水果技术员
朱志东就将“甜春” 桔柚嫁接到了 200
余株蜜桔树上。

2001 年，奇迹发生了。 蜜桔与柚类
育化成功， 产出了 2500 多公斤的桔柚，
果实既像桔子，又像柚子，味道香甜爽
口， 朱志东便给这个新品种起了个名
字：甜桔柚。 从此，庆元有了自己的水果
新品种———庆元甜桔柚。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杨宽英品尝到了
甜桔柚，大为惊奇。“当时我就觉得这水
果比一般的桔子、柚子、梨都好吃。 ”乘
着甜桔柚研发种植成功的东风，在庆元
推广种植甜桔柚政策的鼓励下，杨宽英
承包了村后 300 余亩荒山， 开始她的
“甜蜜事业”。

早年经过商、盖过楼、做过工程，但
杨宽英却选择在 45 岁的时候返乡种果
树，一种就是 19 年。 望着身后的桔山，
杨宽英笑着说：“树高千尺， 落叶归根。
人总要归家的，我和甜桔柚有特别的缘
分，在庆元这么好的环境里，发展生态
农业，种黄金树、结黄金果，算是‘二次
创业’吧。 ”

打种下第一株甜桔柚树苗开始，杨

宽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做生态农
业，生产安全健康的农产品。 19 年来，她
从来不打除草剂， 始终坚持人工锄草；
施肥、收果雇用专业果农，实现了精细
化种植。

像养孩子一样“养”果树

甜桔柚的生长周期比较长， 前 7 年
长出花蕾都要人工除去，直到第 8 年才
能开始采摘 。 庆元是毛竹出产大县，
2005 年，一根毛竹能卖到 35 元，眼看种
植多年的甜桔柚一直未带来效益，合作
社里的不少成员坐不住了，要求拔去树
苗重新种生长周期短、见效快的毛竹。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 杨宽英挨家
挨户上门， 做通合作社成员的思想工
作。 回忆起那段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
日子，杨宽英说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
坚持下来的。 但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个
性，促使她不断地寻找解决办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8 年，杨宽英
种植的 300 多亩甜桔柚终于结果了。 然
而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产出的甜桔柚皮
厚、毛孔大、卖相不佳，市场反应平平，
销售惨淡。

“当时想着，卖得再差，能把第二年
肥料钱赚回来也是好的，无论如何也不
能放弃。 ”2011 年，事情迎来了转机，日
本柑桔专家铃木富和牧田好高应邀来
到庆元，为果农们现场授课，传授甜桔
柚的管理知识。

“日本专家说我们这的环境非常
好，只要把苗养好，施肥做好，就会结出
好果子。 ”在日本专家的指导下，杨宽英
学会了如何科学施肥，合理修剪，让树
之间保持足够的生长空间。 杨宽英甚至
果断采取了当时大部分果农都不敢采
取的专家建议———锯掉树中间的枝。

和甜桔柚打了十年交道后， 杨宽英
逐渐摸到了甜桔柚的“脾性”。“其实树
和人本质上是一样的，给它们足够的空
间，充足的养料，果子就能结得好，这就
是开心自然熟。 ”

杨宽英摸索着学习， 逐渐地， 她种
出的果实越来越甜， 果皮越来越薄，销
量也越来越好。 19 年时间，甜桔柚对杨
宽英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个果实、一棵
棵果树，更是她的“孩子”。“每次到山
上，看着这些树，我就能知道哪个需要

施肥了，哪个口渴了。 ”杨宽英说。
时隔几年，日本专家再次来到庆元，

品尝了杨宽英的甜桔柚后， 说的一句话
让她铭记在心：“甜桔柚在你这里真正
找到了家。 ”

从 2014 年的扭亏为盈， 到 2015 年
销售额 400 多万元， 再到去年销售额突
破 1000 万元，杨宽英果园的生产、销售
迅速走上正轨。

“柚到外婆家”成了“金招牌”

“二月的新树发了芽，五月的枝丫开
了花，甜甜的桔柚送给她……”在杨宽英
建成不久的甜桔柚主题民宿“柚到外婆
家”中，她自豪地展示由大女儿作曲、小
女儿作词的《甜桔柚之歌》。

“大山里藏着宝藏哩！ 做了 19 年的
农业，今后不仅局限在农业，更要农旅融
合。 ”虽然已年过花甲，但杨宽英的脚步
并没有停下来。

“柚到外婆家”就是杨宽英迈出的第
一步， 她要让慕名而来的客商和游客住
得下、品桔柚、甜到家。 接下来，杨宽英
还打算开放果园，设计采摘游项目，让更
多人零距离体验这些青山里的“金疙
瘩”。

“果树每年要施 3 次肥， 开花时一
次、果子生长时一次，果实采摘之后还要
补一次。 如果管理得当，结 60 年的果实
不成问题。 ”如今的杨宽英，俨然成了一
位技术专家。从 2001 年种下第一棵树至
今， 杨宽英的合作社在山上已经种了
596 亩甜桔柚， 平均每棵树可结果 300
个左右，最多的一棵结果超过 700 个。

如今“外婆家” 甜桔柚已经远销上
海、杭州、宁波、北京、广州等地。 往往

“甜桔柚”还挂在树上，大部分就被提前
订购，农博会展销时，大城市的市民更是
争先抢购， 拥有了一批十分稳定的客户
群体。

不仅如此， 杨宽英还积极开发与甜
桔柚相关的周边产品。 甜桔柚茶、 甜桔
柚酒、甜桔柚咸菜……小小的甜桔柚，在
这位花甲老人的手中“玩出”了新花样。

“农业是竹口镇的支柱产业之一，我
们只有多进行产品研发， 才能早日让我
们的优质农产品成为竹口的金名片！ ”
说到动情处， 杨宽英激动得像一位刚创
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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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
8 月 5 日至 8 日 ，习近

平先后到云和 、庆元 、龙泉
等地 ，深入企业车间 、工业
园区 、乡间田头 ，了解我市
经济发展情况，与基层干部
群众亲切交谈，共商新形势
下实现和维护好广大群众
利益、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大计。

———摘 自 2003 年 8
月 9 日《丽水日报》

新闻+
丽水山地特色生态农

业的品牌越叫越响。丽水在
全国首创以政府所有、协会
注册、 国资公司运营模式，
覆盖全市区域、 全产业、全
品类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丽水山耕”， 目前累计
销售额达 179.28 亿元 ，产
品平均溢价率超 30%。 丽
水生态服务业也在稳步发
展 ，以 “丽水山居 ”为品牌
的区域农家乐综合体和精
品民宿蓬勃兴起 ， 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培育农家乐民
宿 4418 家， 今年上半年营
业总收入 19.5 亿元 ， 实现
同比增长 20%以上。

杨杨宽宽英英在在山山上上修修剪剪夏夏梢梢 。。

““柚柚到到外外婆婆家家 ””的的展展示示大大厅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