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几年前的秋天，我坐

着长途汽车到台州念大学，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父亲告诉我，和台州相比，黄

岩的名气要大得多，因为那

里产一种蜜橘，全国都有名。

没错，有中国蜜橘之乡、

“中华橘源”之称的黄岩，是

世界宽皮柑橘的始祖地。早

在三国时期，就有黄岩种植

柑橘的书面记载。唐代，黄

岩 蜜 橘 就 开 始 作 为 贡 品。

1000 余年来，黄岩蜜橘享

誉国内外，被誉为“天下果实

第一”。

但是，在台州的街头，已

经很少看到黄岩蜜橘，哪怕

是今天，你走进黄岩大大小

小的水果店，它们大多打的

是另一个地方的橘子品牌。

无可否认，它陷入了危机。

这些年，这只橘子发生

了什么？黄岩蜜橘的名气为

什么被淹没了？千年品牌的

没落，又能给人什么启示？

现在的人还能振兴它吗？

这是个复杂而有意思的

话题，土地和农民，工业化和

农业，城市化进程，还交织太

多情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

荣耀，失落，以及如今和未来

的雄心。

11 月 7 日，中断了 9 年

的黄岩柑橘节在一个叫做凤

洋的小村庄里重启，让人嗅

到了这个物种复兴的浓厚气

息。

三十年来，黄岩的橘地少了近一半；在城市化进程中，黄岩蜜橘一度衰落

一只千年贡橘的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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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蜜橘曾是黄岩家

家户户最重要的

经济来源之一。

黄岩蜜橘还一度

堪比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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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春波 文/摄

荣耀
凤洋村，坐落在黄岩蜜橘发源地永宁江畔。这个村庄几

乎家家户户种橘子，目前有 1000 亩橘地。“你闻闻，有种清

香”，在乒乓球一样挂在枝头的橘林，村民老彭剥开了一个橘

子给我，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

在凤洋村，老彭就种了一辈子橘子，说起橘子，就像说起

自己的孩子，有一肚子的话。他剥开一个橘子，其实是剥开黄

岩几代人的情结。几乎每个黄岩人，对于橘子，总有着不一般

的感情。

他说，这种状如乒乓球名叫“本地早”的品种，是黄岩蜜橘

的招牌。坊间说，过去黄岩农户每家只能自留 50 斤蜜橘，罐

头厂不允许使用“本地早蜜橘”当做原料。当年黄岩还被苏联

称为“绿色钢都”，橘子可以拿到苏联换钢铁机械。

在很多人有记忆开始，每到秋季橘子成熟的季节，家里的

大大小小男女老少都在为采摘而忙碌。

“那时全国人民吃的橘子，七个里面有一个是黄岩蜜橘；

世界人民吃的橘子罐头，两罐中有一罐就是黄岩生产的。”老

彭说。

根据记载，1949年黄岩柑橘总产量为27.38万担（一担是

100斤），1952 年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达到 47.8 万担。以

后，产量节节上升，1962 年突破 100 万担大关，1985 年跨过

120 万担，一直居全国首位。1986 年达到 125.15 万担，相当

于解放初1949年产量的4.57倍。

1994 年黄岩蜜橘的产量 12.9 万吨，创历史最高，多年位

居全中国柑橘生产第一县，盛极一时。

对于像老彭这样的普通百姓来说，蜜橘曾是黄岩家家户

户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当年种橘子能手讨老婆都容易许

多。”老彭在讲这些往事时，脸上洋溢着自豪。

黄岩蜜橘还一度堪比奢侈品。“普通人能吃到一个黄岩蜜

橘还是不容易的。”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所长陈国庆这样告诉钱

江晚报记者，他说，那些年出差去住招待所，服务员经常会说

没有房间，你塞他几个黄岩蜜橘，他能马上给你安排出房间。

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柑橘品

质，黄岩蜜橘在全国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没落
这些年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的年代。黄岩也

不例外。“农业的效益低，工业越来越受重视。”当地橘农这样

说。

随着城市的扩容，交通设施等等建设，橘地被征用，橘树

被挖起。根据统计，橘地面积最多时有十万多亩，现在不到

6.5万亩，少了差不多一半。

“上世纪80年代，黄岩还是全国蜜橘产量最大的县，占全

国柑橘总产量的近1/6。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慢慢减少

了。现在，黄岩柑橘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估计只有几百分

之一了。”黄岩区农林局副局长王立宏说。

黄岩企业主张威带记者去看他家曾经的橘地，那里已经

是建好的别墅区。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放学回家，偷吃几个

“本地早”特别爽。现在，在他们家族里，只有外婆仍在打理着

橘园，每年有上万斤的收成。张威说，外婆年纪大了，家里人

都叫她不要弄，但是老人舍不得，种了这么多年，就像自己的

孩子一样了。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怀。

这些年来，作为农村的孩子，他也看着一年又一年，不断

有橘树被砍掉，当作柴火塞进了灶膛。张威的邻居家橘树更

多，有几百株，同样土地被征用。父辈选择在附近的工厂打

工，这收入并不比种橘子差。“十多年前一斤橘子能卖几块，现

在还是几块。比较效益的下降，也让橘农渐渐失去了信心。”

老彭这样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种橘子没什么收入，年轻人都到外面

打工去了。”即使是在柑橘发源地的凤洋村，该村村党支部书

记彭华明说，最冷清的时候，他在村里走上一圈，看到的全是

老人和孩子。

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所长陈国庆则这样分析，“改革开放

后，随着全国柑橘种植面积和柑橘品种的增加，全国农业产业

往中西部转移，加上沿海地区人工成本提高，柑橘种植效益下

降，导致黄岩蜜橘一枝独秀的地位渐渐丧失。”

橘子没人种是一个问题，种什么橘子是另一个问题。就

市场上的需求来看，可以选择的新品种越来越多，消费者们越

来越挑剔，早先年黄岩家家户户都栽种的品种越来越少人购

买。而在江的对岸，临海蜜橘名声突起，一下子家喻户晓，给

黄岩蜜橘带来了更大的危机和竞争。

呼声
“振兴黄岩蜜橘”！在荣耀和失落的复杂情绪里，无论是

政界还是民间，越来越多的黄岩人发出振兴黄岩蜜橘的声音。

67岁的橘农邱金德就是其中一名。他说，黄岩蜜橘的金

名片这样被淹没，太可惜了。这几年，在不同的场合，他都这

样呼吁。

“以前政府也在喊，但是没有出台实际的政策，没有资金

扶持等，橘农就没有积极性。”邱金德这样说，“不能空喊喊。”

邱金德自己是种橘子的，上世纪 90 年代，他走上了种植

柑橘这条路。“柑橘的始祖地在黄岩，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黄

岩的柑橘品质，依旧是块亮牌子。”老邱说。

1993 年，老邱承包了 135 亩山地；1995 年，他又承包了

150 亩。“这片山地的海拔 170 多米，刚好适宜橘子生长。”这

么几年来，老邱种的橘子并不愁卖。“不用到网上去卖，就被预

订了。”

他认为，黄岩蜜橘要振兴，首先是要更换品种。“要换上甜

度高、消费者喜欢的品种，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说，另

外政府应该增加橘地面积，在永宁江两岸等可以利用的山地

种上橘树，连成一片。“这是橘乡的形象。”

今年 4 月份，在一场当地政府组织的振兴黄岩蜜橘的座

谈会上，老邱同样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获得热烈掌声。

从官方来说，黄岩区农林局副局长王立宏也是柑橘行业

的专家，他从一名大学生成长为这个行业的主管者。今年年

初，结合大量的调研实践与深入思考，王立宏撰写出了长达

5000多字的《关于黄岩蜜橘产业保护和发展的建议》。

“黄岩蜜橘的振兴，事关黄岩人的自信，应将之列为黄岩

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内容。”黄岩区委书记

徐淼读完《建议》后写下这句话。

邱金德们多年的呼吁，在今年终于得到了实现。

黄岩，一只沉寂已久的橘子，盼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振

兴。

凤 洋 村 的 橘

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