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甜桔柚采收期，在庆元县竹口镇黄坛村，
一棵棵挂满橙黄色果实的甜桔柚绵延在群山间，把乡村
装扮得生机勃勃。果园里，果农们麻利地将甜桔柚摘
下、装箱，放进来回穿梭的轨道运输机上。

“这忙碌的丰收景象，过去难以想象。”黄坛村党支
部副书记沈从寿告诉记者，当地有种植水果的传统，早
在上个世纪，家家户户的山上都种满了蜜桔、杨梅。然
而，单打独斗式的发展难以壮大产业，更别提增收致富
了。

改变始于 2001年。
随着 5500 亩省级现代水干果园区落户黄坛，富民

增收的步伐开始不断加速。20 年过去，黄坛村人均年
收入从 2043 元提高至 3.5 万元，增长了 17 倍，这见证了

“一亩山万元钱”的“甜蜜账本”里，最大的致富功臣，是
漫山遍野的甜桔柚。

一果两味 乡村振兴找准新路

从最初 12 株果苗发展到种植面积 1.53 万亩，从名
不见经传的“小众水果”到获得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朱志东一路见证了庆元甜桔柚的“凤凰涅槃”。

作为培植蜜桔的专业技术人员，朱志东早在 1998
年就在自家的杂柑试验场引进了 11 个水果新品种，其
中包括来自日本的“甜春桔柚”。没多久，一场低温冻害
冻死了几乎所有果苗，幸存的只有 12株“甜春桔柚”。

“当时庆元的水果品种比较单一，面临市场淘汰的
风险，亟需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2001 年，农、林部门
组成的科研团队对“甜春桔柚”进行芽变选育，培育出了
属于庆元的地方新品种——“无籽甜桔柚”。

这款味道独特的新水果吸引了不少收购商，见前景
可观，朱志东又流转了 200 亩土地扩种，许多农户也瞄
准了商机，庆元县齐圣水果专业合作社、庆元县“柚到你
家”家庭农场、庆元县金蜜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一批
甜桔柚种植业主也紧跟其后，使甜桔柚的年销售额突破
了 200万元。

甜桔柚在水果市场的异军突起，使庆元及周边县市
的果农发现了致富新路，不少人专程到基地参观取经，
而有志于推广这一新产业的朱志东则干脆当起了技术
指导员，并在省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让更多人了
解“甜桔柚”的种植特点和栽培技巧。

此后，朱志东每年都会向果农低价出售五六万株果
苗，使甜桔柚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短短数年间便超过了
一千亩。

但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带来了新的难题。“粗放式种
植导致水果品质下降，果皮转黄迟、外观粗糙，让我们流
失了不少消费者。”朱志东回忆，这一年柑桔类水果价格
普遍下跌，甜桔柚遭遇了滞销的重创。

为了攻克品质难题，朱志东和周晓音等农、林部门
专家合作开展了甜桔柚套袋试验，分三个时间段对幼果
进行套袋，最终证实在 9月初完成套袋处理的甜桔柚品
相最佳、总糖最高。这一年，200 万斤色香味俱佳的甜
桔柚被抢购一空。

如今的黄坛村，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甜桔柚产区，产
品价格保持在每公斤 20元左右，并在上海、北京、江苏、
福建、贵州等地建立了稳定的销售网络。

漫山果树 薄弱村打开致富门

在甜桔柚生根发芽之前，黄坛村只是个地处偏远的
贫困小山村，遍布低矮破旧的土坯房，是省级认定的集
体经济薄弱村。

2000 年，甜桔柚项目选址黄坛，而彼时的黄坛村，
可供种植的山地还是一片荒芜，唯一一条通山路，是只
能让人肩挑手提的羊肠小道。

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黄坛村上下迸发出
了强大的执行力：仅用 2个月就修好了 7公里机耕路，3
个月内完成土地流转工作，确保了果苗按时落地。

“我从 2013年开始种植甜桔柚，在一片荒山上建起
近 300 亩果园，成立了枫树垄家庭农场，去年产值已经

达到 100万元。”20年来，5500亩省级现代水干果园区持
续辐射带动黄坛及周边农村产业发展，村民组建了多家
合作社、家庭农场，沈从根便是本地创业者之一。

如今，黄坛村 473 户农户家家都种着甜桔柚，专业
从事甜桔柚经营生产的合作社达 26家。这项主导产业
的变现方式非常灵活——村民既可以亲自上阵创业，也
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开发商以获得劳务收入。

与此同时，庆元县农业部门通过发放补贴等方式鼓
励农民发展农产业，并开设技术培训班提升农民的科学
种养水平。为解决山地果园运输难、成本高的老大难问
题，县农业农村局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新建山地轨道
运输机给予每米 40元的补助。

设备的投入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节省了人工成
本，“粗略计算，一年可以省下人工费约 3万余元。”沈从
根说。

在甜桔柚产业的带动下，黄坛村于 2014 年成功脱
贫摘帽。2018年 7月，国家农业部公布了第八批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黄坛村以甜桔柚成功上榜，成为
水果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组织化发展的样板。

2019 年，庆元甜桔柚获得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定。随着“庆元甜桔柚”区域公用品牌的投入使用，产业
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去年，黄坛村荣膺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亿元村称号，人均年收入达到 3.5万元。

如今的黄坛村，处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幸福画卷，正在硕
果累累的山林间不断铺展。

标准引领 产业锚定新方向

甜桔柚的田间管理并非易事，低温冻害、干旱缺水、
肥药使用不当等问题都会给农户带来不小的损失。为
提升种植水平，庆元县于 2014年制订了《甜桔柚生产技
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并在去年进行了修订。

“高品质甜桔柚必须满足两方面要求，一是外观，二
是品质。等次分级越精细，越受市场欢迎，售价也越
高。”庆元县农业农村局产业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合作社实行分级销售，提升
甜桔柚的亩均产值。

庆元县“柚到你家”家庭农场成为首批“吃螃蟹
者”——除了基地种植的 160 亩甜桔柚外，农场还向庆
元县域内分散的农户进行收购并分级筛选，将品质高的
果实装箱销售，品相较差的则销往水果加工厂用于深加
工，使年销售量超过了 100万斤，销售额超过 650万元。

“我们根据不同品质把甜桔柚分为不同等级，10斤
装的果盒分为 18 果一箱、21 果一箱、24 果一箱和 30 果
一箱，以不同的价格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农场负
责人陶卢明说。

“要提高‘一亩山万元钱’科技富民模式的成效和影
响力，精细化管理必不可少。只有准确把控施肥、滴灌
等生产环节，才能确保果形整齐、风味恰好。”据介绍，
甜桔柚基地建设主要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为主，按照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品
牌化的“五化”要求组织生产。

在位于黄坛村的齐圣水干果专业合作社基地里，
130 余亩甜桔柚已经成熟，金黄的果实浑圆饱满，光泽
度特别高。记者了解到，每年 2-3 月，合作社都会组织
工人修剪枝桠，以防营养分散。“施肥也有讲究，绝不能
滥用尿素、氮肥等化肥，必须根据果树生长状况选用蚕
粪、菜籽饼、豆饼等有机肥。”在农业部门的技术帮扶
下，合作社负责人吴烨已成长为技术型能人，“要种出精
品果，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的力量。”

目前，庆元已培育甜桔柚规模生产主体 65家，其中
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7家，并建立了甜桔柚示范基地
15个、标准化果园 9个。随着统防统治、以草防草、避雨
栽培、完熟栽培等创新技术不断涌现，甜桔柚的亩产值
也在逐年提高。截至 2020 年底，庆元甜桔柚产量已达
12180吨，实现产值 14616万元，成为全县规模种植作物
中单位面积产值最高的一类。

记者手记

前不久，庆元县竹口镇首届甜桔柚文化季
开幕，20 余名本地主播、70 余名庆元各乡镇（街
道）的年轻干部齐聚甜桔柚基地现场，合力为
庆元甜桔柚“代言”。据统计，持续 90 分钟的直
播，吸引了众多网友前来抢购，甜桔柚订单交
易额超过 120 万元。

甜桔柚是庆元的特色农产品，具有好吃、
好种 、好卖三大优势，深受果农和消费者喜
爱。直播镜头中，圆润饱满的甜桔柚挂满枝
头，它把美丽和美味送给了远方的客人，把甜
蜜和幸福留给了广大果农。庆元甜桔柚火爆
网络的背后，是众多网友对庆元果农的热切关
注，也是久居深山的果农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更是“种下‘甜蜜果’，闯出‘甜蜜路’”的回响，
这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更具独特意义。

立足“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自然禀赋，庆
元将甜桔柚产业发展作为助农增收的重要手
段，产生了“乘数效应”。在庆元产业扶持政策
和市场效益的驱动下，庆元甜桔柚产业不断壮
大，带动了一大批专业大户发展甜桔柚产业，
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如位于松源街道的志
东果业有限公司最早试种甜桔柚，一直致力于
技术创新、品种创新，不断提升甜桔柚的品质；
庆元外婆家水果专业合作社最早研发甜桔柚
衍生品，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也带动
了附近村民甚至是邻省村民奔向共同富裕。

“一亩山万元钱”科技富民模式还让农户
重新认识了绿水青山的价值，不仅拥有了让绿
水青山增值的远见，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2016 年，庆元县农业部门在枫树垄家庭
农场试种鼠茅草，不仅增加了果园的土壤肥
力、增加了土壤有机质、改善了土壤结构，还有
效抑制了杂草生长，对杂草的抑制率达到 90%
以上，全面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此外，每
年 8 月甜桔柚果实膨胀生长时，鼠茅草正好处
于枯萎期，枯死的鼠茅草腐化成为有机肥，实
现了“以草养地、以地育果”的生态循环模式。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年来，竹口镇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扩大
甜桔柚的种植面积，使产业规模突破 5000 亩，
种植户超过 300 户，带动从业人员 3000 余人，
总产值达 1.47 亿元。

如今，“一亩山万元钱”已成为庆元创新实
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行动自
觉。在未来，也不妨多些创新举措，让这条山
区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让高山上的
致富路更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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