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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期间，每天有超过 5000 单长粽从遂昌发出。今
年，这条产业链的总产值预计将超过 2.8亿元。

成就“爆款”离不开那层碧绿的包裹——箬叶。它不
是装饰，而是香气的源头。

在遂昌的大山深处，藏着 30万亩野生箬竹。过去，它
只是民间常用的天然材料，如今却变成了一项稳定的产业
资源。

箬叶的需求不只来自本地。它大量供给全国各大粽
子品牌，五芳斋等名企是其长期买家。

山的馈赠在这里转化为发展的底气。农民靠山吃山，
也在不断更新与市场的连接方式。从“包粽子”到“做产
业”，从“山货”到“产品”，遂昌箬叶的故事，是一场在传统
中孕育现代产业的创新实践，也提醒着人们，绿水青山从
未远离生活。

家门口建起全国销售网

端午节过后，遂昌县昌盛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钟小松终于松了一口气。上个月，合作社上演了一场

“箬叶争夺战”——来自五湖四海的收购商蜂拥而至，目标
只有一个：品质上乘的箬叶。

遂昌箬叶向来供不应求，今年尤甚。仅昌盛合作社一
家，销售额就突破了 5000万元，钟小松称之为“事业的里程
碑”。

“这满山的箬叶，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东西，过去没人
觉得值钱。”钟小松说，“但现在，它变成了产业，也成了家
乡的标签。”他记得小时候，夏季最常见的场景就是乡亲们
进山采叶。晒干、捆扎、装袋，操作并不复杂，却能换来生
活中的一笔零用。

遂昌的地理和气候，是这项产业的基础。森林覆盖率
达 83.64%，空气湿润，雨量充沛。箬竹在这里天然适应、生
长迅速，不需要过多的人工干预。优越的生态条件，使遂
昌的箬叶在色泽、气味和韧性上都更具竞争力。用钟小松
的话说，“箬叶不稀罕，哪都有，但别处的叶子，总差点香
味。”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 20多年前。彼时，五芳斋还是一
家区域性企业，尚未走向全国。年轻的钟小松“初生牛犊
不怕虎”，带着一袋精选的遂昌箬叶，主动登门推销。没有
背景，没有介绍人。靠的，是对家乡箬叶质量的信心。

第一次合作并不大。五芳斋下了试探性订单——4吨
箬叶。但结果远超预期。遂昌箬叶经烘干后，香气独特，
柔韧度佳，包粽子不易破损。第二年订单直线飙涨到 30
吨，此后逐年递增，从未中断。

这段合作关系，成就了昌盛合作社。五芳斋的持续订
单，如今已稳定在千万元级别。这不仅保障了合作社的收
入，也成为它对外洽谈合作时最有力的信用背书。凭借

“金字招牌”，昌盛合作社逐步扩展，与多家粽子品牌建立
合作。

遂昌箬叶，也在此进程中，从区域市场走向全国。

标准化成就箬叶高品质

距遂昌箬叶采摘季还有十多天时，位于妙高街道大桥
村的浙南箬叶市场就已经完全恢复活力。钟小松仔细擦
拭、调试 6台箬叶烘干箱，因为接下去的 4个月，这些设备
将昼夜不停，把尽可能多的山间绿叶转化为致富的“金叶
子”。

2022 年，遂昌建成了占地 8232 平方米的浙南箬叶市
场。这个集收购、冷藏、烘干、分选、储存、交易于一体的现
代化市场，配备恒温保鲜库、智能烘房和分选车间，彻底改

变了箬叶产业“靠天吃饭”的局面。
“过去阴雨天，箬叶容易发黄起斑，但现在，智能烘房

确保了品质稳定。”钟小松告诉记者，与过去依赖天气的生
产模式不同，智能烘房和冷藏技术的引入，使鲜叶处理的
周期从几天延长至数月。

“市场不仅是交易的场所，它还是一个能够辐射东南
沿海、联通全国的箬叶交易平台。”遂昌县供销社工作人员
朱润森常说这句话。通过这一平台，遂昌箬叶实现了统一
收购、标准化加工和品牌推广。每年 7月至 10月，浙南箬
叶市场都会带动 1000多名农民参与箬叶采摘和加工，有效
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

规范的市场提升了箬叶的生产效率，而箬叶标准的制
定则有力提升了产品品质。去年 6月，遂昌县箬叶产业协
会、遂昌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参与起草了市级地方标准

《箬叶加工技术规范》，对箬叶的加工工艺、原料准备、冷
冻、分级、捆扎、干燥、回潮、挑拣、包装、储藏和运输全流程
进行了严格规范，将标准化要求落实在每一个细节中。

钟小松提到，过去野生箬叶受产地、季节影响，大小、
厚薄、韧性差异较大，影响粽子包裹的效果和外观。箬叶
的加工标准不仅明确了尺寸、外观要求，还包括水分含量
和韧性等理化指标，使箬叶包裹粽子的外形更整齐，煮制
时不容易破裂，能更好地保留箬叶的自然清香，“对粽子生
产企业而言，稳定的原料质量也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
次品率。”

“野转家”实现人工种植

夏日骄阳下，三仁畲族乡好川村的优质箬竹种源基地
绿浪翻涌。这里种植着 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箬竹
品种，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基因库。“80后”新农人黄卫明穿
行其间，认真分析着不同特性的叶片：“湖北箬叶产量高，
但色泽暗。遂昌野生箬叶单株叶片相对较少，但叶大质
韧。我们的育种方向就是博采众长。”

这片基地是植物繁育的场所，也是遂昌高效农业模式
的试验田。黄卫明回村创业后，承包了 160亩林地繁育箬
叶，于去年冬天完成了遂昌本土野生箬竹的移栽。眼下，
在距离种源基地 3公里远的白石岩，自然生长了一年多的
箬叶在风中簌簌作响，最长的叶子已达 50厘米。“与茶园每
年需要频繁管理不同，人工种植的箬竹在管理上非常省
事，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黄卫明说。

野生箬竹在遂昌分布广泛，林下、山谷、溪边随处可
见。过去，无序采摘破坏了箬竹自然生长，加上山高路陡，
采摘过程也存在安全风险。为保护野生资源，遂昌林业部
门从种植环节入手，借助科技手段开展箬叶“野转家”人工
栽培试验，通过人工种植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箬叶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在北界镇箬叶种苗繁育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
象。村民们穿梭于田垄间，或清除杂草，或查看种苗生长
情况。自基地建设以来，已吸纳周边 30余位村民参与日常
管护、种苗培育等工作。

“过去村民们守着满山的箬叶，却难以变现。我们一
直在琢磨，如何将‘沉睡资源’转化为‘致富金叶’。”北界镇
淤弓村党支部书记廖建祥告诉记者，去年，北界镇借遂昌
县烟草局与淤弓村党建联建结对帮扶的契机，协同供销
社、生态林业发展中心等部门，前往外地箬叶试种区开展
跨区域调研，通过实地勘测、专家咨询、农户访谈等方式全
面掌握箬叶的品种特性、生长规律、经济效益及市场潜力。

通过流转土地，淤弓村建起了 100亩箬叶种苗繁育基
地，并创新推行“村集体+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让资源
变资产、农民变股东。目前，基地内 10万株优质种苗长势
喜人，已收获百万元意向订单。同时，依托山海协作资金，
箬叶全产业链工坊也在加速建设。工坊将集生产、加工、
销售于一体，进一步延伸箬叶产业链，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增收。“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条，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北界镇党委书记林
卫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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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叶，这个曾经只作为粽子包装材料的山
野之物，如今演变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产业。这一转变充分证明，传统农业资源如果
能与现代产业要素有机结合，就能在保护生态
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价值跃升。

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市场为导
向，以科技为支撑，以标准为保障，以组织创新
为动力，走出一条山区特色农业的现代化之
路。

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完整的价值链体
系。传统农产品往往受限于分散经营和小农
模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现代箬叶产业通
过构建“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
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实现了资源价值的最
大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组织形式的创
新，“村集体+基地+农户”合作模式既保留了
家庭经营的灵活性，又获得了规模经营的效
益，这种混合型组织形式值得在其他特色农产
品推广中参考。

标准化是农产品工业化的必经之路。从
自然生长的山货到符合工业标准的原料，箬叶
产业制定了涵盖种植、采收、加工、储运等各环
节的技术规范。这种标准化不仅提升了产品
质量，更重要的是使农产品具备了进入现代流
通体系的条件。标准体系的建立，让山区特色
资源得以突破地域限制，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科技创新为传统产业注入了新动能。从
野生品种选育到人工栽培技术优化，从传统晾
晒到智能烘干，科技创新贯穿箬叶产业链各个
环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冷链物流技术的应
用，解决了鲜叶保鲜的难题，大大延长了加工
周期，这种“技术赋能”模式对其他易腐农产品
的产业化具有重要启示。

市场导向的产业发展思维至关重要。箬
叶产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从最初的主动对接食品企业，到建立专业
交易市场，再到制定行业标准，每一步都体现
了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和运用。这种市场思维
改变了“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的传统农业观念，
形成了“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现代经
营理念。

传统资源
如何融入现代产业

本报记者 张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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