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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谢佳俊

“每年秋天我都想着这一口，满嘴桔香，这才是正宗太平桔的味道。”进

入太平乡牛头山柑橘基地，来自市区的王晓明就迫不及待地尝了一个桔

子。近日，该基地 20亩蜜桔迎来丰收，黄澄澄的桔子挂满枝头，引来不少游

客前来采摘、购买。

10 元/斤的太平桔受热捧

“今年一共收了 3 万斤桔子，价格分为两个等级，精品密桔 10 元/斤，普

通蜜桔 5元/斤。”基地负责人傅陈波告诉记者，上周六，基地迎来了上百名采

摘购买桔子的顾客，许多上海、永康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仅一天就卖了上

万斤桔子，“今年卖得最好的是 10元/斤的精品桔，短短两天时间内就被抢购

一空。”

记者了解到，市区桔子的售价普遍较低，许多小摊标价为 10 元 7 斤，在

纳爱斯广场外的果蔬疏导点，挂着“太平桔”牌子的摊位标价为 10 元 3 斤。

牛头山 10元/斤的蜜桔为何受到追捧，它到底甜在哪里？

“和普通的桔子比起来，牛头山蜜桔不仅甜，而且吃起来没有什么渣，口

感更好。”市民李益平说，他在太平乡竹舟村长大，从小便喜欢吃牛头山的桔

子，这次他一口气买了几十斤精品蜜桔，“今年的桔子品质特别好，而且还配

了上档次的包装，很适合作为礼物。”

记者了解到，10 元/斤的精品蜜桔都经过仔细挑选、装箱。“好的蜜桔个

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1 个 2.5 两左右最佳。”丽水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

物总站农技推广研究员周晓音说，挑桔子有技巧，果实结实圆润，皮薄并且

结块的桔子一般比较甜。

“今年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科学疏果，60 张叶子留一个

果，确保果实营养充分。”傅陈波笑着说，和普通蜜桔相比，今年的果实成熟

期更长，瓤衣更薄，所以口感更佳，桔子一上市就被抢空。

寄托“乡愁”的桔子焕发新生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正宗的太平桔啦，听说今年牛头山的桔子产出

了，赶紧开车过来购买。”市民王玉翠说，这些年市面上卖的“太平桔”多是外

地的桔子，价格不贵，但味道十分寡淡。

记者了解到，前几年桔子市场价格走低，许多果农失去信心，有的砍倒

了家里的老桔树换上别的水果；有的外出打工，果树失去管理。“有几年桔子

卖不出去，只能倒在河边，一年辛苦全部白费⋯⋯”曾在家务农的刘小其告

诉记者，此后他便外出打工，家里的果园也就荒芜了。

“30 年前，我们家是第一批种植桔子的大户，我从小便在桔林里长大。

太平桔是很多丽水人的乡愁记忆，如果一直失管下去，实在太可惜了。”傅

陈波是太平乡下 村的水果种植大户，牛头山柑橘基地的衰败他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2017 年底，傅陈波决定承包 60 亩牛头山柑橘基地，并且进行了品种改

良，引进优质的温州蜜桔，进行科学种植管理。“这个决定是艰难的，我当

时下了很大的成本和决心。”傅陈波介绍，水果种植需要一定的周期，前几

年果园失管，恢复产出需要一定时间，“我承包时付了 4 年租金，一共 6.4 万

元，加上引进苗木，前前后后共投入了 56 万元。”傅陈波说。

果园承包的前两年，基地只有 20亩桔树有产出，

其余 40亩正经历品种更新，“经过科学的管理、栽培，

这 20 亩果园都有不错的产量，今年桔子的品质更是

受到市场的认可。”傅陈波说，明年 40 亩新树也将投

产，预计产量能有 10万斤。

上海、永康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3 万斤桔子销售一空

10元/斤的太平桔
到底甜在哪？

□ 记者 谢佳俊 文/图

今年的侨博会，除了酒香，还有浓郁的咖啡香。在青田，33万

名华侨旅居全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华侨将来自世界各

地的咖啡豆、咖啡机、咖啡壶带到青田，天长日久，咖啡成了这里

最醒目的美食文化标识。

“青咖文化”影响力日渐扩大

“磨好 18克咖啡豆，准备一壶 90℃的开水，然后把水缓缓倒入

过滤器⋯⋯”在与非咖啡摊位手冲体验区，咖啡爱好者孙洁正在

为客人演示手冲咖啡，“不同产区的豆子有不同的风味，加上咖啡

豆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烘焙水准，每一杯手冲咖啡都有不一样的口

感。”

孙洁是一名英语老师，曾经做过翻译、开过咖啡馆。“一开始

我在北京从事咖啡行业的翻译工作，慢慢地对咖啡文化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便一直钻研了下去。”在青田，像孙洁这样的咖啡“发烧

友”有很多，青田人对咖啡的喜爱也是有目共睹。

在这个小小的山区县城，一度开出 300多家咖啡馆，在县城的

临江东路，还形成了咖啡酒吧一条街。到咖啡馆喝咖啡，成为青

田人的生活习惯，咖啡文化也日益被越来越多的青田人所接受。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青田咖啡的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原材料供应商、杰诺咖啡负责人郑晓健告诉记者，2015 年开始，

青田咖啡进入飞速增长阶段，每年新增三十多家咖啡馆。

“青田人一直喝意式咖啡，一开始市民不太能接受手冲咖

啡。”与非咖啡负责人余菲说，经过多年的沉淀，青田人对咖啡的

认识不断加深，青田咖啡文化日渐浓厚。

这次展会上，与非咖啡展示了自家烘焙的咖啡豆和一些周边

产品。余菲告诉记者，近年来通过咖啡进机关、咖啡音乐节、咖啡

赛事等一系列推广活动，“青咖文化”的影响力已日渐扩大。

咖啡成侨乡文化交流新媒介

今年，多家国际顶级名牌企业、20 个咖啡豆生产国、近 100 家

国内外咖啡类企业齐聚青田，这些咖啡相关的企业，形成一条配

套的供应链，许多企业在交流的同时，达成了采购意向。

“我们参加完进博会就来到了侨博会，这两天已经收到了很

多潜在合作意向的企业名片。”巴西祎思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

Ke Lin告诉记者，他们带来了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哥伦比亚等多

个著名咖啡豆产区的生豆、熟豆及咖啡饮品，“希望能和青田的咖

啡企业进行深度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广咖啡文化。”

“目前，中国的咖啡消费增速约为 15%，青田的咖啡消费是全

国人均消费的 20 倍左右，市场潜力巨大。”在云南普洱咖啡展区，

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市场部经理刘海峰告诉记者，他此前两次

到青田考察对接展会工作，进一步认识了青田的咖啡文化，“云南

和青田都不是咖啡原产地，但都衍生出浓厚的咖啡文化。云南是

咖啡种植区，青田是咖啡消费地，两地很适合交流互补。”

丰富的咖啡产品，深远的咖啡文化，

通过一杯杯咖啡，青田人再一次打开了认

识世界、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透过这扇

窗，也让更多人了解青田咖啡，了解青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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