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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20版逐梦栏目刊发了文章《常山胡柚香》，文章写了常山胡柚的三个小故事，以胡柚为线索，凸显山区共同富裕的时代大主题。现

予以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我们的故事，从一颗胡柚果开始。

浙西常山县的每一座山，每一块地，每一个村，都被绿意簇拥着、包围着。在常山连绵的山岗上，你随处可见茂密的胡柚林；在常山散落的村庄

里，你随处可见房前屋后的胡柚树。

为了这片绿油油的胡柚树，为了这片黄澄澄的胡柚果，几代常山人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一

青石镇澄潭村胡家自然村，一棵
120多年树龄的胡柚树至今屹立在那
片胡柚林里，根深叶茂，树壮果稠。

它的主人是胡家村的退休老师徐
立成。正是从他家这棵“胡柚母亲
树”出发，百年来，常山遍植胡柚。在
徐立成的记忆里，他很小的时候，这棵
胡柚树就已经这么大了，应该是他爷
爷的爷爷辈种下的果树。后来有一段
时间，因为疏于管理，这棵树曾枝叶枯
萎，差点死亡。徐立成的父亲带着全
家老小，给胡柚树培土、浇水、整枝，终
于让这百年古树重焕生机。

40年前，常山县农业局开展田野
调查，发现了这棵胡柚树。老农艺师叶
杏元和贝增明对这棵胡柚树进行了认
真研究。这棵树看起来像香泡树，却又
不是香泡树，果实吃起来像橙子，却又
不是橙子，酸酸的，苦苦的，风味独特。

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这种“似橙非
橙，似橘非橘”的柚果风味独特，值得
在全县大面积推广。而这种果子长在
山沟里，多年来连个名字也没有。县
农业部门把这棵树命名为“常山胡
柚”，因为出生地在常山县胡家自然
村，外形又长得像柚子，后来简称为胡
柚。

从这一棵“母亲树”发端，胡柚树悄

然生长在常山农家的房前屋后，胡柚也
成为这座县城的知名特产。叶杏元、贝
增明等一批老农艺师，从这棵胡柚开始
嫁接培育常山胡柚品种，从几百亩，几
千亩，到几万亩，十几万亩。

这棵胡柚树，2013年由衢州林业局
挂牌为“衢州古树名木”，四周建了石条
栏杆加以保护。每年胡柚开花或果实
开采，果农们都会在这里举行庆祝仪
式。

徐立成的地里，除了“胡柚母亲树”
外，还有10多棵胡柚直生树，树龄都在
50年以上。这是上辈人馈赠给他们这
代人的“金果树”。

徐立成生在1946年，退休前在青石

初中教过数学，后来教生物。他有四个
子女，三个女儿在杭州，一个儿子在无
锡。儿女们都想接他们老两口去城里，
但他们不乐意，就愿意守着这片胡柚
林。除了园子里的十几棵老胡柚树，他
家还有两块地，总共有七八亩，种了100
多棵胡柚，光那棵“胡柚母亲树”，每年
就可收获果子1000多斤。

前不久，我们在徐立成家里采访，
他远在杭州的女儿从手机监控视频里
看到，就打了电话过来问：“家里怎么来
了这么多人？”

徐立成在电话这头乐呵呵地说：
“家里来了很多作家，他们要看那棵胡
柚母亲树呢！”

二

80后樊燕霞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她只要有空
就往胡柚基地跑，每每置身于那一片郁
郁的翠绿之中，都仿佛有一片轻盈的绿
色云彩朝她飞奔而来。

在童年的记忆里，樊燕霞就常常跟
着父亲樊利卿在胡柚林里奔跑。

父亲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那
时候在农村也算是文化人了。他当过
村里的会计，也开过农资店卖化肥农
药。后来，父亲白手起家，收购销售胡
柚，成为胡柚销售专业户。他把一车车
胡柚运到北京、山东、河南等地，有时一
天要发几车货。那时候，樊燕霞才读小
学，放假的时候就跟着押车的舅舅，一
路颠簸，两天三夜才到北京。樊燕霞在
市场上帮父亲发名片，那上面印了父亲
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小小的樊燕霞跟着父亲在北京过
了好几个春节。后来，樊燕霞考上大
学，毕业后在杭州和几个同学一起创
业，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都说，子女长大了要往外“飞”，拽
都拽不回来。可是，已经在杭州工作了
两年的樊燕霞却和父母商量，要回到
乡下，专心做胡柚产业。

父亲说：“我做胡柚销售30多年，可
都是苦力活。你一个女孩子可别跟爸
一样卖苦力。”

母亲说：“你是家里的独生女，好不
容易大学毕业，已经在杭州有一份不错
的工作，怎么还要回来当农民？”

樊燕霞说：“你们干的是苦力活，我
回来就是想让你们以后少干点苦力
活。我们要用互联网做胡柚营销，前景
广阔着呢！”

父母拗不过倔强的女儿，虽然嘴上
反对，心里还是乐滋滋的，一家人在一

起有个照应，再说如今搞销售还真需要
年轻人的智慧。

樊燕霞回到乡下老家，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用母亲的名字注册了家庭农场，
把父亲的果业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
就这样，父女俩开始了新一轮创业。

与老一辈不同，樊燕霞从绿色生态
和电商营销着手，一番努力后，胡柚销
量直线上升，最多的一年她帮果农销售
胡柚6000吨。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有销
量但基地产量不够，随机收购又难以保
证果实质量。

樊燕霞决定以自己的家庭农场为
中心，建立规模化的胡柚精品园。她创
造了一种联挂基地模式，让胡柚种植大
户联合挂靠在农场，由她免费提供化
肥、农药和科技管理，保证按市场价收
购，同时又让大户有一定比例的销售自
主权。基地很快形成规模，标准和质量
有了保证，价格就相对高，销量也比较

稳定。这种优质优价的良性循环，给传
统种植的农户带来了新的生机。她的
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如今有近500
户人家，1600多人。

樊燕霞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
顺。有一年，基地里的胡柚遭病虫害侵
袭，有些叶子开始枯黄，她赶紧与父亲
到田头分析原因，采取措施。从那次开
始，樊燕霞和社员们更加注重优化土壤
环境，加强病虫害防治，加强品种改良。

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丰硕的果实
和成长的喜悦。樊燕霞赢得了合作社
社员们的好评和欢迎，也赢得广大客户
的信赖和支持。

为了父亲的胡柚，为了果农们的胡
柚，樊燕霞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深耕胡柚产业，用自己的所学所思，带
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

三

走进漫柚溪谷，仿佛走进绿色王国，
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胡柚树。放眼望
去，数千亩胡柚基地逶迤连绵，绿色铺
陈，景色壮观。

把胡柚事业做起来，这是钦韩芬孜
孜以求的目标。钦韩芬是土生土长的常
山人，曾在常山县微生物厂工作，后来进
了食品质量检测站，几年以后就被推到
副站长岗位。可是谁也没想到，她竟然
辞去公职，创办了胡柚企业。

万事开头难，但这难那难，都没有难
倒钦韩芬，她的目标就是要把胡柚卖向
全国，卖向世界。那时，公司刚起步，只

有四五名员工。为了打开销路，她坐着
绿皮火车到处跑，吃的苦一火车都拉不
完。

从衢州坐绿皮火车，无论到新疆还
是到深圳，都得几十个小时，钦韩芬随身
带着几张旧报纸，累了就在座位底下铺
开打个盹。为了节省开销，出差时就专
找2块钱、5块钱的小旅馆住。

在北京推销胡柚，钦韩芬天刚蒙蒙
亮就起床，推着平板车赶往早市摆地摊，
用常山普通话吆喝着卖胡柚。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经过多
年的商海历练，钦韩芬终于走出人生低
谷，在胡柚事业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钦韩芬的公司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建立了40个果蔬基
地，标准化基地面积达5万多亩。事业
做起来后，钦韩芬把扶贫帮困与社会责
任放在第一位，从2003年起，在西北、西
南等部分贫困地区，通过和农民共建合
作社、收购农特产品、科技扶贫等方式，
帮助低收入农民实现脱贫。她还创建产
销联盟，在新疆、四川、甘肃、云南等地联
企业、联基地、联农户，帮助贫困地区、贫
困农户建基地、销产品，为上千名农村劳
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

202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作出关于表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和先进集体的决定，钦韩芬的浙江艾佳
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授予“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钦韩芬有空闲时，就会登上漫柚溪

谷的观景台，放眼眺望四周，是一望无际
的胡柚林，整个人仿佛沉浸在绿色的海
洋里。在成熟的季节里，金黄色的胡柚
果压弯了枝头，就连空气里，都时时飘荡
着淡淡的清香。

随着胡柚产业链的发展，常山胡柚
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关于“千万工程”，关于山区共同富
裕的时代命题，关于一颗胡柚果的成长，
常山人有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实践。

胡柚这颗小小的果实，如今成了常
山乡亲们的福果，那清新的胡柚香，常常
飘漾在常山的田畴沃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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