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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荔枝志．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12 倒2 主要

12 倒1 次为

25 19 见图6、图T 见图6、图T、图8

25 20 见图8

27 图8 尖锋岭 霸王岭

50 倒2 维生丙素 维生素丙

52 倒4 宽1．4米 宽1．4厘米

53 倒11 缝合浅 缝合线

58 倒14 厚0．9厘米 厚0．9毫米

65 5 纵径35．9厘米 纵径3。59厘米

77 12 周径1．44厘米 周径1．70米

T8 倒5 多汁、爽甜有香味 软滑、多汁、味清甜带香

89 倒lO 耐脊 耐瘠

91 倒12 味香以脆 味香而脆

107 图66 广州石碑 广州石牌

117 20 结果母株 结果母枝

124 6 雌虫体长 雄虫体长

124 8 ．后基部 后翅基部

124
’

9 卵平滑 卵底平滑、顶端中央微有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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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荔枝是驰誉世界的果品。原产地在我国南部，经过劳动人民长期的栽培和选育，

创造了许多色，香、味，形均佳的品种。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蒸

蒸日上，荔枝的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也随着迅速发展，在品种资源的整理、利用和栽培技术

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毛主席敦导我们：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本书是在广大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基

，础上，以农业“八宇宪法”为指导，走群众路线，发挥集体力量，总结我省解放以来荔枝生

产的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并结合考证有关文献和实物材料而集体编成的。一九五九年，我

4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曾发动群众进行果树资源的普查工作，对荔枝的品种和生产技术

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在完成普查的基础上，编写出《广东荔枝品种志》初

稿。其后，又于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九六七年对部分品种进行了复查、核对和栽培技

术的调查总结，并对《广东荔枝品种志》初稿作了多次修改。在普查、复查、总结和编写修

改工作中，组织了我省农业科研部门、农业行政部门、农业院校参加，并得到各荔枝产区的

贫下中农、．农场工人以及所在地的农林生产部门、农科所(站)的大力支持，积极协助。一到

一九七三年初，又以我院为主编单位，再次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对《广东荔枝品种志》初

稿作了认真的改写。这次改写对初稿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再次核实了材料，除对品种

部分再次作了修改外，还充实了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贮藏加工等章节，改名为((广东荔

枝志》。一九七四年一月，由我院召开定稿会议，并邀请了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荔枝老农开

了个审稿座谈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作了最后的补充修改。 ．

经过集体努力编写成的((广东荔枝志》，是目前国内外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荔枝专

著。书中着重论证了荔枝的原产地，探讨了荔枝的生物学特性，根据荔枝的生态特征并从有

利于生产实用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品种分类的标准，对五十二个荔枝品种和五个优稀单株的
j 来源、产地、特征特性、生产价值，作了详细叙述，发掘了一些优良稀有品种和单株。在

栽培技术上，总结了新的繁殖方法，以及减少“大小年”结果，夺取连年丰产的途径；在病

虫害防治上，阐明了主要虫害的生活习性，发生规律，以及采用药剂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技

术；在贮藏加工方面也介绍了一些好经验和新方法。因此，本书对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对科研也有参考价值。但这本书还远远不是最完善之作，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需要深入研

究的课题，例如良种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利用，选种、育种及其遗传性，荔枝的生长发育

规律，克服“大小年”的生理机制及栽培措施等，均有待于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逐步明
’

确。我们希望本书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起继往开来的作用。目前在毛主席革命

路线指引下，全国上下认真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巾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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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一片大好。随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蓬勃

发展，荔枝的生产和科研水平必将进一步提高。’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本书在编写过程

中，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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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荔枝栽培简史

荔枝是我国岭南佳果，色、香、味皆美，名驰中外，有“果

据分析，每一百毫升果汁中含有维生素丙13．20"-,71．72毫克，含有可溶性固形物12．9"-'21万，。

为增进身体健康的营养品。据《本草纲目》载：荔枝可“止渴、益人颜色⋯⋯，通神、益

智、健气(补脑建身)，治瘰疬、瘤赘⋯⋯”等病。荔枝在我省的农业生产中占一定位置，

为广东四大果树之一，是多种经营的一大项目。荔枝具有栽培粗放、寿命长的特点，经营荔

枝有耗工少、成本低、收入大的好处。其产值在广东的果树生产中占重要位置。鲜荔枝和荔枝

干远销国内外。荔枝除鲜食、干制外，果肉还可罐制、渍制、酿酒和制成其他加工品，是发

展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荔枝核含有57％的淀粉，也可酿酒，每百斤可制酒十多斤。花芬香

多蜜，为发展养蜂业提供了很好的蜜源。果皮、树皮、树根含有大量单宁，是制药的原料，

种子亦可入药。荔枝树干细密坚实，耐潮防腐．是修建房屋、舟船、桥梁和制造家具的优良

木材。枝叶可作燃料。所以，荔枝全身是宝，可以综合利用，是一种发展前途广涨＼实用价
值很高的果树。’ I一：。

，’
，

‘

荔枝的原产地 一 ：
●1， ，．j T- ，

根据解放后全省果树、林业资源调查、土壤调查以及古籍记载的资料来分析，我们认为荔

枝原产我国南部。广东自一九六O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果树资源

调查工作。这些调查进一步发现和证实了海南岛五指山L带野生荔枝不少，其分布以霸王岭

林区最多，其次是吊罗山林区、尖蜂岭林区，琼海县的砍兵岭，琼中县的黎母山和琼海与琼

中交界的白马岭东部，亦有少量分布。在粤西的阳春、．化州、廉江等县以及广西东南部的东

兴，钦县、合浦、灵山、博白等县，仍有少量野生荔枝的存在，当地名“酸枝”或“火山”。

在海南岛的野生荔枝为耐荫性大乔木，高达32米，胸高直径达194厘米，果实肉薄，昧酸

甜，可吃。我们详细研究了这些野生荔枝及其标本，认为它是现在栽培荔枝的原种。这些野

生荔枝是原生的，而不是逸野的。因为它们生长在人迹罕到的深山野岭的原生林中，构成热

带低山雨林中的优势树种之一，在某些山坡的原生林中，野生荔枝占林木组成的50--,60％；

它们和亚洲热带雨林的代表科——龙脑香科混生在一起，是长期群落演替和种间斗争的结

果，而不是近期偶然生长在一起；这些热带雨林是热带地区植物群落发展的相对稳定阶段，是

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非短期所能形成。所以说，它们是原生的，不是从栽培种逸野的。我

们还详细研究了野生荔枝的形态，认为它的枝叶、花果同栽培荔枝的没有显著不同。因此，1

它不是一个新种，而确实是野生荔枝。 -’．

上述野生荔枝的分布情况，表明了荔枝原产于我国南部。在我省的西南部和海南岛都有

分布。 i．；’。 ，I

r； ’√．‘j

荔枝的原产地，我国古籍亦有述及。如公元三世纪时张勃著的《吴录》(据《艺文类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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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引)中就有“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的记载，可见当时的苍梧郡山中有很

多野生荔枝。苍梧郡即今之粤西和桂东一带，和现在调查发现证实的分布中心大致吻合a

历代的古文献提到岭南产荔枝的更多。例如，撰于一世纪后期的《异物志》j三世纪后

期的《广志》、四世纪初期的((南方草木状》，都把荔枝作为岭南物产而著录。九世纪前期

自居易的《(题郡中荔枝》一诗中，有“奇果标南土”之旬；九世纪中后期段公路的《北户

录》，把荔枝称为“南方果之美者”；十一世纪中期苏颂的袋图经本草》‘，肯定荔枝“初惟

出岭南”；一十六世纪后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称荔枝是“炎方之果”。从这些记载，

结合到荔枝的生态习性，以及我省栽培品种之多、之广、之久、之优，都可作为荔枝原产于

我国南部的佐证。
／ 一，

二，历代的荔枝栽培

1我国是世界上栽培荔枝最早的国家，在我国又以广东较早。在古文献中‘荔枝最先名为

。离支”，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后来又写作“荔枝”。据葛洪

《西京杂记》说：汉刘邦称帝时(公元前206"'195年)，收到南海尉赵佗自岭南进奉的荔

枝，很高兴，后来(公元前116年)他的曾孙刘彻攻破南越(亦作南粤，以广州为中心的岭

南地区)，取岭南荔枝百余株移植到陕西，建“扶荔宫”一所，连年移植不息，后因风土不

适，终止移植，但荔枝果实还源源进贡。可见，：远在公元前三世纪，南海一带巳广种荔枝，

。而且能向陕西大批移植，说明当时育苗移栽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公元前二世纪的《上林赋》

描绘了当时栽培荔枝的盛况，说是“赡邱陵，下平原⋯⋯煌煌扈扈，照曜钜野”。这些文献记

载，反映了我国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已出现荔枝的育苗移栽、广泛种植的事实。而从原始

简单繁殖到育苗移栽、进而大批远程北运移栽，从原始少数栽培到平原、山地的广泛栽培，

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程。’由此推知，我省开始栽培荔枝当早于公元前三世纪。

除广东外。广西，四川，福建、云南、台湾等省在古代早亦有荔枝栽培。上面提到的((吴

录》关于“苍梧多荔枝”的记载，，说明当时广西境内，荔枝栽培已很普遍。此外，三世纪初

《(南中八郡志》有“犍为费道县(四川境)出荔支” (据《艺文类聚》引)的记载；杜甫诗

有“忆过泸戎摘荔枝”句；北宋前期(公元1059年)蔡襄的《荔支谱》记述福建栽培荔枝之

盛，说是r“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煽如星火”，并记载了栽培品种三十多种}十

四世纪初期李京撰((云南志》述及云南少数民族种荔枝贩卖为业。台湾亦产荔枝，但出现较

晚，约在清初才见于记载。

--在国外，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

波多黎各，菲律宾、毛里求斯、马尔加什、南非、古巴，洪都拉斯，巴拿马、巴西、特立尼

达，美国的佛罗里达、夏威夷、关岛，澳大利亚的昆士兰，也产荔枝，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

我国引入栽培的。

·我国栽培荔枝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历代劳动人民在选育新品种及栽培技术上，创造和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少古文献对此亦有记载。十世纪六十年代或稍后，北宋初年郑熊《广

中荔支谱》著录荔枝品种二十二个；稍后的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有蔡襄著《荔支谱》，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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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的历史、‘产地，运销、食性、1护养、、加工和品种；公元1034年元大德年间编成的《南海

志》“物产”章，记述了广东荔枝的部分品种，计有十六个；公元1076年张宗闵《增城荔枝

谱》著录的荔枝品种有一百种；公元1597年徐坳若(<荔支谱》，亦录有闽省荔枝凡一百种，并

叙述繁殖，栽培、加工利用等方法；成书于1602年的宋珏《荔支谱》，杂录了荔被故事及荔

枝酒、烹馔等；公元1612年曹蕃著《荔支谱》，分述二十六个荔枝品种的特征；公元1628年

邓庆案著《荔支谱》．集录了种植荔枝的见闻j吴载鳌著《记荔枝》．，记述、补充蔡襄《荔

支谱》，公元1683年陈定国著《荔谱》，专述福建长乐所产“胜画”种。荔枝的形态，名称

产地、：熟期等；约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林嗣环著《荔枝话))，述及荔枝的品种、害虫、估

产等；十七世纪八十年代，陈鼎著《荔支谱》．，记述闽、蜀、粤、桂荔枝品种共四十三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826年吴应逵撰的《岭南荔支谱》．是继已佚的((广中荔支谱》、1

《增城荔枝谱》之后现存记述岭南荔枝的专书，分总论、种植、节候、品类、杂事六卷，广

辑前人记述，酌附个人见闻，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荔枝专著。‘以上文献资料，：尽管限于时代条

件及当时的科学水平，有些记载过于简陋，‘有些传说经过辗转引载亦有讹误，但是从中仍然

可以看到我国劳动人民栽培荔枝具有丰富的经验。现分几个方面概括如下：1 V v

1．在繁殖育苗方面。古代种荔枝，主要是播种育苗，直到十世纪，不少地区仍用此法：，

所以有“荔实周天一岁星” (指播种育苗所栽的荔枝树要十二年才能结子)之说。到公元

前二世纪时，大量荔枝苗木能从“南越”远移到陕西，而且能够保持一定的成活率，说明当

时繁殖育苗技术巳达到相当水平。后来，又创造了高取压条法——“锯芦”，代替播种育苗，

由有性繁殖进到无性繁殖。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技术改革，使荔枝品种原来所固有的或芽条变

异所获得的优良特性，能够稳定地遗传下来，。高取压条法(以下简称“高压法”)始于何

时已无法考究，估计不会迟于公元四世纪。因为根据文献记载，当时荔枝已显然形成许多不

同特性的品种，如仍沿用播种育苗，是不容易达到的。我省现存数百年至一千多年树龄的老

树，分析其形态，亦似用高压繁殖法育成的。可见荔枝高压技术，由来已久，到十三世纪，已

有文献记载。如张世南《游宦纪闻》中已有“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黄泥，封护惟谨，久

则生根，锯截，移种之”的记载。据说这是“三山”荔枝育苗法之一；称为“掇树法”。到

十六世纪，据文献记载，·“高压法”已相当普遍，播种育苗法已逐渐被淘汰。如当时徐坳《荔

支谱》载： “荔支入土种(播种育苗)者，’气薄不蕃⋯⋯间有成树者，经十余岁，稍稍结

颗”，但品质亦差。又邓庆案((荔支谱》亦称：。‘‘荔子原无用核种者，皆用好枝刮去外皮．，

以土包裹，待生白根如毛，再用士覆一过，以腊月锯下(种之)+，至春遂生新叶。。至明

代，另一种无性繁殖法——嫁接又已应用。徐坳《荔支谱》对此法有详细记载： “接枝之法，

取种不佳者(为砧)，截去原树(砧)枝茎，以利刀微启小隙，将别枝(接穗)削针插固隙

中，皮肉相向，用树皮封系，宽紧得所，以牛粪和泥，斟酌裹之。”，其实≯、“嫁接法”的出

现远比徐氏的记载为早。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高压法”和‘!嫁接法”，，对荔枝品种的繁育

改良起了很大作用。这两种方法，一直继承沿用到现在： _j I：J
．：一c。。

2．在选种．育种方面。荔枝品种，见于前人记载的相当多。远在三世纪，郭义恭在所撰

((广志》里，述及“焦核”， “春花”、 “胡偈”：．“鳖卵”等品种。到北宋前期．郑熊所

撰《广中荔枝谱》载有广东产荔枝二十二种；蔡襄Ⅸ荔支谱))载福建产荔枝三十二种；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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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张宗闵撰Ⅸ增城荔枝谱》著录的荔枝品种有一百个之多。各谱所记品种，虽未经鉴

定，但荔枝品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越来越丰富，这个事实说明了育种技术日益进步。这是劳

动人民孜孜不倦地对果实的色、香，味以至果形、果肉、结果特性等方面，长期进行反复观

察和定向选择培育的结果。 ． i

3．栽培抚育方面。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对荔枝适宜的风土已有研究，能根据品种特

性，或种于山地，或种于平原，或种于堤岸。到蔡襄撰《荔支谱》，已明确指出“荔支宜依山

或平陆，有近水田者”。十七世纪的广东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对此亦有记载： “荔枝宜肥

(-1-)⋯⋯凡近水则种水枝(按：指适于低地的荔枝品种群)，近山则种山枝(按：指适于高地

的荔枝品种群)⋯⋯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支、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田每亩荔枝可二

十余本”。指出了荔枝的适应性。又云： “荔支属火，宜使向阳”。点明了荔枝需要的日照

要多。在栽培管理上，早已注意到对培土壅肥要适时进行；这方面的资料见载于十六世纪文

献，如徐炀《荔支谱》载； “秋冬之际，以淤泥和粪壅压其根”；邓庆案《荔支谱》载：在

春初“新正⋯⋯肩沃土堆积树根”；稍后的((广东新语》述及： “荔枝又贵以沃土厚培，使

根深不拔，膏泽上行，沙水下渗，然后枝条郁茂。⋯⋯语日，一荔枝宜肥”。在防护技术上，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对防寒技术。公元前二世纪，移植到陕西这样寒冷地方的荔枝，

有一些植株数年后还保持“梢茂”，这必有其特殊的设备和方法。到十二世纪前期，曾移种

荔枝于黄河流域的汴京(开封)保和殿，能成活又能结实，这种“密移造化”工夫，反映了

防寒技术之卓越。其具体作法，据一些((荔支谱》载述，是采取覆、护、酿热加温、寒前培

土壅肥等措施。如蔡襄早就提到“深冬覆之，以护霜雾”、、的话，后来徐坳也提到“当极寒

时，树下以稻草煨火蕴之⋯，⋯秋冬之际以淤泥和粪壅压其根∥”此外，对防烈日、治蛀虫和

逐鸟兽(食果蝙蝠)以至以虫治虫(即用蚁除蠹)等保护工作，也早就注意到。如： “(初

种时)以刍草盖覆，使烈日不及” (见《广东新语》)； “破竹五七尺，摇之答答然，以逼

蝙蝠之属” (见蔡囊((荔支谱》)' “高州西荔支村⋯⋯系竹索引大蚁往来出入籍以除蠹”

(见吴应逵((岭南荔支谱》)j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 ，．

4．在收获、贮藏方面。适时摘果由来已久，四世纪的《广志》提及采荔枝要等到“翕然

俱赤”时才～齐“下子”。五世纪前后朱应《扶南记》载i当摘果时， “必以刀斧剥(割)

其枝”，将本年已结果而来年不会结果的枝条截去，以促进新梢发生。在贮藏上，前人早就

深知荔枝鲜果的特点，自居易的《荔支图序))就载有荔支“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

而味变。?’故前人对贮藏之法，多有研究，除加以干制、酱制、渍制等处理外，据说保藏鲜

果有下列一些方法： (1)择巨竹，开一窍，置荔枝于竹节中，密封。 (2)以蜡封蒂，浸

于蜜水中。 (3)入瓦坛中密封倒沉井中。这些都是距今四百年前后一些文献所述及的，对

今天研究荔枝的贮藏问题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

‘5．在加工利用方面。制荔枝干已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二、三世纪，岭南逐年进贡的荔

枝，当就是干制品。荔枝的干制，早期当是风干和晒干，后来才知道焙干。其法，如蔡襄

《荔支谱》的记载，是“白晒者⋯It⋯烈日乾之，以核坚为止：’。徐坳《荔支谱》记载的焙法

是。择空室一所，中燔柴数百斤，两边用竹莴各十，每篱盛荔三百斤，密围四壁，不令通

气，焙至二日一夜，荔遂乾。”也有把荔枝用为“醢”和“酱”的。有渍以“红盐”的，

·：●·

妒。二-，净

◆-，氩l



擎

t

；

§
●

据称： “以红盐卤浸佛桑花红浆，投荔枝渍水，曝干色红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虫”．有渍

以糖蜜的，据称：．“剥生荔枝榨去其浆，然后蜜煎之”，或“用晒及半干者为煮”．有制为

酒的，据称： “以鲜荔枝投酒。浃旬而出，⋯⋯用泥头固封其酒，至隔岁开之．满室作荔枝

香”。!有制为浆的，据称： “取荔初熟者，味带微酸时，榨出白浆，将蜜匀煮⋯⋯结成香

膏”。’这些资料先后见于各《荔支谱》。此外，其他用途还不少，除果肉外，对其壳，核等

部分也知道作药用。． ，

，

．．以上只是现存一些述及荔枝文献的记载．很不齐全，仅仅反映古代荔枝栽培的一鳞半爪，

但巳足以说明我国栽培荔枝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性了。。． ，

．

一·j我省的荔枝业，远在古代就很昌盛。在荔枝产区，最初是供应当地，其后则远销外地。

中唐(公元八世纪)后，以荔枝作为商品生产者日多．到五代十国时(公元907年至960年)

有文献记述广州一带荔枝生产的盛况，说是“漫山皆荔”、 “连江荔子” (见宋方信孺《南

海百咏》)i可见其集约程度之高，并非一家一户的零星栽培。到北宋(公元十世纪)以

后，生产更盛，’内销各省，外销各国，当时文献称：，“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

“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明、清之

交(十七世纪)的文献也称： ”每岁估人鬻者，水枝七之，山枝三、四之，载以拷箱，束以

黄白藤⋯⋯舟船弗绝”。 “广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拷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

夫r皆以荔枝、龙眼赡口”。以上文献记载，说明我省荔枝远在古代产销就很发达，早就名

驰中外。一叫’．■
．、但是，．历代的反动统治和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j荔枝的生产也

不例外。我省荔枝生产，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发展速度仍然是很缓慢的。在封建社会里．

广太劳动人民祖祖辈辈辛勤劳动，使荔枝的产量有了提高，品质日优，但是他们的劳动果实

却为一小撮地主阶级所剥夺。封建帝王，年年迫贡，劳动人民因进贡荔枝，登山涉水，道路

遥远，‘常常“颠仆死亡不绝”。杜甫有诗云： “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枝，万马死山谷，至

今耆旧悲：”反映了封建压迫的残暴。 ．，
．．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我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荔枝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大量果园变成荒地，日寇又大量砍伐荔枝，损失极大。据调查，仅番禺、东莞、宝安、新会

和广州郊区，就损失荔枝达七十万株之多，若连同海南岛及其他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在内。损

失不下八十多万株。全省荔枝栽培面积，1936年约有160500亩，多]1949年解放前夕，-下降到

72000亩，荔枝生产遭到空前的浩劫。 ．．i ，t； ．：：

-．’ ．1。： 、

．

’

： ：二．’。：’：4．， 2每

t 7芋。．．j --々， 三，解放后荔枝生产的发展及技术成就．j．’ _。j．
，一∥j。?’．’： ． 7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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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彻底推毁了压

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人民当家做主人．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随

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荔枝生产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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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出了新的篇章。
一 j

“

我省从1950至1953年胜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接着，广大贫

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互助合作的道路前进，在1956年全省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把

体农民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的这一变革：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

发展。这一年，荔枝栽培面积达232，000亩，7比解放前夕增长了两倍，超过了战前最高水

。1958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

，全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多年来，农村人民公社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前进．经

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力又有飞跃的发展。荔枝

产比之合作化时期又有较大的提高。到1972年，全省荔枝栽培面积达31万亩．‘仁h1957年增

了38．8％；年产量达70万担，比1957年增长了67％。
4：

4．r．·：。‘)

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要使荔枝生产不断提高、，首先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主席教导我们；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

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一在社会主义革

和建设过程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但也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阶级敌

的破坏，使生产遭到破坏。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省农村曾一度刮起。三自一

”的妖风，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破坏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也破坏了荔枝生产。林彪、

四人帮”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则以另一乖ft形式进行破坏，他们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方针，篡改为以粮唯一，大砍多种经营，把粮食生产和果树生产对立起来，煽惑农民把不少

枝也当作“修根”砍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妄图

辟资本主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i特别

打倒“四人帮”，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荔枝总产不断增

。解放以来荔枝生产的历史表明，每当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胜利，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被排

，生产就上升。因此，二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动荔枝生产的发展。

经验证明，促进荔枝生产，还必须遵循正确的方针、政策。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方针指导下，在多打粮食的基础上多种果树，以粮促果，以果助粮。多种荔枝，能增加收

，为粮食生产提供资金。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发展荔枝生产，采取先着重抓单产：努力

高老果园的产量；同时因地制宜．有计划、有步骤、积极地发展新果园；并提倡荔枝上山。

和政府还制订了一系列促进荔枝生产的经济政策，例如奖励开荒扩种，实行社种社有，队

队有，社员种植的零星果树归社员所有；合理的收购和价格政策；划拨专用化肥；等等，

对提高荔枝生产起了良好作用。 ：
1’

r’

在发展荔枝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把荔枝生

产纳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下功夫搞好果园的农田基本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解放以来，我省在荔枝生产上开展过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都是卓有成效的。例如，普遍

地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提出了一套栽培技术，解决了荔枝上山问题；对荔枝品种资源的调

查、整理，利用，曾发动一千多人参加，。基本上弄清了资源的家底，对发掘和推广良种起了

很大作用}对威胁荔枝生产的主要害虫一荔枝蝽象，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围剿，采用人工捕
捉，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等方法，把荔枝蝽象的为害率压到最低限度。目前全省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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