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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副总理视察衢州橘乡

朱镕基副总理和省市领导与橘农亲切交谈



德国朋友参观柑橘所

德国朋友参观丘陵橘园



红壤丘陵槿柑园



70年代以前

主栽品种——衙橘

优质杂柑一常山胡柚



80年代引进的

脐橙已挂果累累

中国民航与市农业

局协作在我国首次采用

飞机为柑橘矫正缺素症

坩橘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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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采后现场分级

b
柑橘规范贮藏保鲜

发展中

的柑橘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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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桠柑节盛况

“红壤柑插速生丰产

和采后处理综合技术

开发”获国家星火奖

衢县在1995年被命名为“中国槛柑之乡”被1农99业1蒹荐劣茬麓蓑；蠹



序

历经1400多年沧桑的衢州柑橘业，在改革开放15年中迅

速崛起，形成了近50万亩规模、超50万吨产量的大橘区。1995

年，橘园面积占浙江省的23．5％，柑橘产量占全省的29．5％。

其中衢县植柑、常山胡柚两大特色品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独

占鳌头。衢县被称誉为“中国槿柑之乡”，常山胡柚则成为国家

的“绿色食品”。柑橘产值已占农业产值的31．22％，成为农业

的支柱产业。并出口10个国家和地区。“衢桶千年红，檀柑万

里香”，正是今日衢州柑橘业的传神写照。《衢州柑橘志》在这

样的大氛围中出版面世，它忠实地记载了衢州柑橘业所经历的

不平凡历程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溢美，不掩过，比较准确、

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

性，有利于“借鉴历史，寻求规律，指导当前，探索未来”，值

得一．读。

衢州柑橘业快速崛起的实践，给予我们诸多启迪。一定要

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是其中的重要启示之一。衢州

山地丘陵占总面积86％，低丘红壤资源丰裕，农民有一千多年

的柑橘栽培管理经验，科技人员的辛勤过去又突破了丘陵种橘

的技术难关，兼有“衢通四省”的区位优势。在发展商品经济

的大潮中，衢州人民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地开发红壤丘陵种橘，

充分发挥了资源优势，可以说是地尽其利，人尽其才，顺乎民

】



衢州柑橘志

心，合乎潮流，产业兴旺也就在情理之中。

正确处理发展粮食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历来是实

现农业全面发展的重要课题。衢州农业通过开发低丘红壤种

橘，在发展中调整和优化了产业结构。衢县农民收入的60％来

自柑橘，走出一条农业综合开发与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的路

子，相对稳定了粮田面积，支持和促进了粮食生产，带动了二、

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劳动就业。绿色覆盖有效增加，昔日黄

土荒坡大片披上绿装。兼顾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使农业生产走上良性循环轨道，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开

发农业是衢州农业振兴的潜力和希望所在，诚非虚言。

贯穿于衢州柑橘生产发展的红线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建国

以来，衢州广大农民和农业科技工作者一起，锲而不舍地探索

低丘红壤种橘的科学技术，把老橘区的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技

术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事实表明，柑橘技术的

每一次突破，都带来柑橘生产的飞跃。当然，依靠科技发展柑

橘产业的课题还很多，潜力还很大。进一步加强柑橘科研、教

育和技术推广工作，努力提高柑橘新增产值中的技术含量，将

是柑橘生产攀登新台阶的必由之路。

而最根本的，还是要正确贯彻执行党对发展农业的方针、

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历史遗留给衢州的橘园面

积不到万亩，产量只有0．53万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全

市橘园发展到4．69万亩，产量徘徊在建国初期水平。改革开放

的15年间新增橘园45万亩，新增产量近50万吨。根本原因，

就在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开创了柑橘

产业发展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农业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人

的因素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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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衢州柑橘业乃至整

个农业和农村经济，一定能更加繁荣。

世纪之交的衢州柑橘业，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

经济运行质量的新课题。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关键在

于大力推进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深度开发，努力提高科技进步

因素在柑橘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指引下，勤劳智慧的衢州人民一定能够继往开来，奋发进取，迎

接新挑战，夺取新胜利，让柑橘为繁荣农村，富裕人民作出更

大贡献，让古老而年轻的柑橘之花开得更加鲜艳，迎接21世纪

的春天!

衢州市副市长 阎寿根

1996年元旦



序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7年，是划时代巨大变革的

年代，也是衢州市柑橘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17年，弹指一

挥间，47．57万亩柑橘林在古老的黄土丘陵上拔地而起，基本实

现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立50万亩柑橘基地和提前完成年

产50万吨柑橘的计划目标。历经1400余年沧桑的衢州橘区重

新焕发青春活力，一派勃勃生机，旧貌换新颜。

近50万亩丘陵橘园的拓建，卓有成效地缓解了历史上长

期存在的粮橘争地矛盾，为发展粮食生产腾出了宝贵的空间，

进而又从资金上反哺、扶持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近50万亩丘陵橘园的拓建，带动了加工、运输、包装、销

售和服务业的兴旺，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配置趋向优化。

近50万亩丘陵橘园的拓建，成为农村支柱产业，为衢州农

民拓宽了致富奔小康之路。1995年柑橘产值57905万元。从这

座“绿色银行”中，全市农民人均收入290元。这还不算相关

产业的增收。随着柑橘产业发展，过去的一些贫困村，一批批

脱贫奔小康。

近50万亩丘陵橘园的拓建，美化了衢州大地。昔日荒凉的

黄土坡，今日一行行橘树成荫，春来香雪弥空，金秋橘果压枝，

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谐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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