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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柚同行
白石虎

高秋时节，我县的千万亩胡柚林里，
满山满坞，柚香扑鼻。一个个金黄饱满的
胡柚果像一盏盏灯笼，垂挂在绿树枝头，
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柚农们的脸上笑
开了一朵花。这只40多年前的山乡野果，
如今被县人称为“摇钱树”“共富果”。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清明节，一

位高级农艺师在我县青石镇花了8分钱，
买了两只橙不像橙、桔不像桔的水果。剥
开一尝，酸甜可口。这位农艺师当场欣喜
若狂：在这样的水果淡季，山区常山竟还
有如此鲜美的水果！然而，这位与水果打
了半辈子交道的农艺师叫不出这只水果
的名字，翻遍植物学经典也查不出它的出
处。

农艺师按图索骥找到一株野果的“祖
宗树”，它生长在青石镇澄潭村的胡家自
然村，经考证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先前，
这株树上长出野果时，人们只觉得味道特
别好，伤风咳嗽吃上几只就好了。村里人
有心留下种子，育成苗木，逐渐在村外繁
育开来。这野果因其果型像柚，又长在胡
家自然村，因此，远近村民都称它为“胡
柚”。

浙西发现一种罕见水果的信息引起
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极大兴趣，常山县委、
县政府组织科技人员进行研究，从全县2
万多株胡柚树中筛选出32株优株，进行提
纯改良和杂交嫁接，并采取科学的培植和
管理方法，使果品质量不断提高。1986年
初，在浙江省召开的柑桔评品会上，我县
选送的4个胡柚品种，有3个夺得第一、第
二和第四名。没过几天，山城常山再度接
到喜报：在南昌召开的“全国柑桔晚熟品
种评比会”上，常山胡柚荣获金杯。昔日
的山乡野果，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

这之后，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常
山胡柚的开发予以高度重视，省里拨出专
项资金扶助胡柚生产。

就在这一年的春节，首都北京举办全
国名优农副产品展销会。常山胡柚尽管
价格每公斤高达2.5元，但市民仍蜂拥抢
购，以至于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限购措

施。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名优产品展销会
上，我县提供的1000公斤胡柚在当天下
午就被抢购一空。

看来，发展常山胡柚时机已到。县
委、县政府专门成立胡柚开发领导小组，
设立胡柚开发专项基金，制定了在全县建
成3万亩高产、优质胡柚基地的总体规
划。之后的每年冬春农闲季节，县里广泛
发动群众开荒整地，联片开发。与此同
时，抓好良种繁育工作，先后建立良种母
本园100多亩。全县实行集中育苗，统一
调拨，分批开发，连片种植，以确保大面积
商品胡柚基地的良种化。

（二）
金牌，属于常山胡柚，胡柚是常山的

一张金名片。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的十多任县委书

记齐抓一只果，努力将常山胡柚打造成为
优势产业。

当年，农技专家发现了“似橘非橘，似
柚非柚”的珍奇野果，时任常山县委书记
俞济初听说此事，眼睛一亮，常山有数十
万亩荒山丘陵，如果种上这种果子，不也
是脱贫致富的一条路子吗？他立即赶赴
现场察看，又请省内外科技专家来考察和
研究。专家们论证，这是柚类与其他柑橘
经多代自然杂交而成的品种，是在常山特
定的气候、地理环境下育成的良品，因天
然的杂交优势，使其兼有柚、橘等水果的
优点。果形美观，色泽金黄，香气袭人，风
味独特，药用、保健价值高。俞书记召集
县领导班子商讨，就如何开发胡柚项目作
出决策。1985年，我县第五次党代会提出
把胡柚作为拳头农产品，作为山区农民脱
贫致富的长期目标来落实。

全县迅速兴起了胡柚开发热潮，80%
农户在房前屋后、荒山荒坡上种起了胡
柚，1990年达到2.3万亩，胡柚收入直逼全
县粮食生产的总收入。东案乡白马村的
曾连福是最早种植胡柚的大户之一，在他
的带领下，村民家家户户都种起了胡柚。
之后，他开始流转村民的胡柚基地，还成
立连福胡柚专业合作社。到90年代初，同
弓乡湖石头村村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硬

是在乱石岗上种下了几十亩胡柚，改写了
县城西片种不起胡柚的历史。没过几年，
湖石头村成了我县的一个重要胡柚基
地。与之不到几里地的太公山也种下胡
柚几百亩，获评“浙江省首批果蔬采摘基
地”，县里还在此举办了几届“胡柚文化
节”。

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从品种
改良到创品牌、注册商标，把常山胡柚打
造成为国内市场唯一不掉价的水果。

1999年冬天，一场严重的冰冻，使不
少胡柚叶落枝枯，成片绝产。新春上任的
县委书记黄锦朝，指挥有关部门，组织果
农生产自救，全面推广疏树、疏枝、疏果、
改肥、改水的“三疏二改”胡柚优质化工
程。同时提出每年建设1万亩标准示范基
地，改造5000亩低产劣质胡柚园，建成
200亩精品果基地。对许可使用保护标志
的企业实行统一标志、统一包装、统一品
牌、统一质量、统一指导价“五统一”。与
此同时，通过节庆活动，提升常山胡柚在
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我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胡柚
产业转型提升工程，着力提升胡柚品质，
大力发展胡柚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进一
步加快了胡柚产业的科学发展。

（三）
如今，不仅仅是“橙黄橘绿”的金秋时

节，在一年四季里，只要你来到常山，不是
柚花满城，就是柚果飘香。这里是“浙西
第一门户”，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胡柚县。

若是谷雨时节来到常山，眼前的一片
片青翠欲滴胡柚基地会让你放慢脚步。
经过春雨的洗礼，胡柚树开满了洁白的小
花，一阵阵清香吹拂过来，那是花的海
洋。哪怕捡起地上的柚花来闻，浓浓的，
甜甜的，湿润润的香，连手上身上都有了
挥之不去的香味。真是“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柚花开”——那是“春天来常
山看柚花”的美景。满城清爽凝神的香气
袭人，仿佛整个山城漂浮在云裳羽衣曲之
中。

夏季，本是柚花转为柚果的季节，漫
步柚林，绿荫浓浓，清香悠悠，胡柚树上结

起了鸡蛋般大小的果实。当你走过县域
的一些胡柚村落时，可见有人在剪拾青
果，切开的果片晒满了房前屋后。原来，
胡柚片（即衢枳壳）已被收入新版《浙江省
中药炮制规范》，列入“新浙八味”和“衢六
味”中药，已然成了中药材里的“金名片”，
我县仅卖胡柚片一项可为全县农民年增
收上亿元。

冬月，常山胡柚终于迎来了她的采收
季。

要说四季来常山品胡柚，是因为常山
胡柚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十分容易储
藏。许多人并不一定知晓，它的保鲜期可
以长达8个多月，头年11月采摘下来的果
子，常温下放到来年四五月拿出来吃，口
感最佳——苦中带甜。“一边闻着胡柚花
香，一边吃着胡柚果品”，这样的水果，举
世罕见！

近年来，我县还不断研发胡柚深加工
产品，开发出宋柚汁、柚子茶、胡柚果脯等
胡柚食品，并向胡柚精油、胡柚面膜、胡柚
膏等高端产品方向发展。目前，已开发出

“饮、食、健、美、药、香、料、茶＂八大系列
80多种产品。同时，我县还在大力发展常
山胡柚特色旅游产业，结合旅游专线、胡
柚主产地以及美丽乡村，拓展胡柚休闲文
化功能，从过去的单纯“卖水果”转变为了

“卖风景”，为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共富”
的金光大道。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已
近40年，我县把胡柚作为农业经济的支柱
产业来抓。目前全县栽种10.5万亩，年产
13万吨，去年全产业总产值40亿元，带动
了10余万从业人员增收10亿元。

前不久，浙江省公布了第一批省级农
业文化遗产资源名单，常山胡柚筑坎撩壕
栽培系统入选。

胡柚是一种家乡的声音，更是常山的
象征！

真可谓：日啖胡柚三五颗，不辞长做
常山人。眼下，新年的胡柚即将开采，我
在常山的柚果飘香里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