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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局办公楼(曾培德摄
电话：0758—3324589

苗圃场电话：332320133246
13

农业局主办柑桔苗圃场
1956年县人委决定由农业科主持建立柑

桔苗圃场(设在下布)，划地60亩，采取嫁接育

苗方法，繁育柑桔苗术。

1962年2月．以农业局柑桔技术员为主

体．成立柑桔研究所(设在黄田万洞)。

1981年，县政府又决定由县农业局主办姚

沙柑桔无病苗圃场，并定为省柑桔黄龙病研究

组联系点。1982年，该场被列入全国植保总站

《柑桔苗木产地检疫规程》试点单位。建场以

来．共培育出无病柑桔苗木300多万株。1996年

12月经国家农业部柑桔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对该场进行考核，发给“柑桔苗木生产

条件合格证”。同时开辟“贡柑”母率园。

1999年3月．重新成立市柑桔研究所，设

在农业局内，编制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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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胡中科在柑桔园选果

四会市贸工农有限公司，从1987年起．专

业购销正宗的四会沙塘桔、四会贡柑、蜜桔、甜

橙、摩洛哥夏橙等本地名优特产，销售范围遍

及国内和港澳市场。为搞活特产流通，繁荣柑

桔橙市场，拓展服务层次，欢迎各单位和个人

前来品尝、选购正宗产品。

该公司为推广四会特产，还在广西荔浦县

与马岭镇特产站水果生产服务部合作经营无

病柑桔苗圃场，品种有四会沙糖桔、四会贡柑、

四会蜜桔、伏令夏橙及红江橙等。年产四会沙糖桔苗150万株，欢迎到该场选购

种苗。

公司地址：广东省四会市高观东路84号之3

电话：0758—3323190 3323238

经理：胡中科

苗目场联系地址：厂西荔浦县马岭镇永新街16号

电话：0773—7132627

苗圃蛹场长龙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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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市鸿利水果商行
主要

经营四会

名优特产

沙糖桔

贡柑、蜜

桔、夏橙

的购销业

务．批发

零售兼

营。多年

来，实行

与柑农挂

勾采选正宗四会名优产品，批发销售至全国各地及港澳地区。并组织多批柑桔旅

游团到果园去品尝柑桔，领略大自然风光。

同时．该商行还与印刷厂家合作，经营各类品种规格的水果包装纸箱，批发零

售均可，欢迎选购或来样订货。

鸿利水果商行一贯奉行“信誉第一，顾额至上”的准则，以货真价实，薄利多销

的方式开展经营，赢得大批新老顾客的赞誉。

欢迎各地宾客前来选购正宗四会产品，或组团来品尝柑桔。

商行地址：广东省四会市东城区

玉器街口146号之一

电话：0758—3312878 3318118

经理：刘伟雄

手机：13(：09653993

本版为曾培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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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四

会县举办首届柑桔

节，品尝柑桔，并以柑



黄田镇进步村新貌

石狗镇带下马安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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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种植柑桔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已经盛

产，并列为贡品。四会柑桔驰名中外，素有

“柑桔之乡”的美誉。

盛世修志，是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举

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实行改革开

放的方针和政策，四会城乡经济得到很大发

展，物产丰富，市场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提

高。此间，顺应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编

写《四会柑桔志》。这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发挥优势，种养致富的经验总结，也是地方特

产进行组写的资料汇编，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

《四会柑桔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四会柑桔

资源、生产经营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柑桔生产的发展、栽培技术和柑桔文化等情



况，以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今后四会发展

柑桔生产作为历史的借鉴和决策的依据。

《四会柑桔志》资料翔实，结构合理，文句

通顺，记述清楚，并集资料性、知识性、趣

味性、可读性于一体，是一部颇具地方特色的

专业志，有很好的实用和存史价值。

负责编写本志的全体人员不辞劳苦，访迹

寻源，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撷取精华，终于

编纂成书，为四会人民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功不可没。在编写过程，得到有关部门、

单位和各晃人士的鼎力支持，值此，一并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四会柑桔志》的出版发行，填补了本邑历

史上没有柑桔专著的空白，这是全市人民的一

件喜事，值得庆贺。希望认真阅读，广泛应用，

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为序。

梁驹

z．000年八月

注：梁驹是中共四会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凡 例

一、本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记述四会

柑桔资源和生产经营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地

方性的专业志。

二、记述年限，上溯至有史料记述之时，

下限至1999年，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之后的柑桔发展情况。

三、对历史时期的概称。19l 1年以前，按

朝代名称及年份记述；1912年至1949年9月统

称民国时期；1949年10月本县解放时为界，之

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

四、纪年表述，清代及以前按朝代纪年用

汉字书写，并加注公元年份；民国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直书，除每节开头记述年号加注公元年

份外，余不加注；解放后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书写公元年份。



五、文体形式，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据

事直书，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对度

量衡的记述，解放前按历史习惯记述；解放

后，除面积以亩为单位之外，其余一律用公

制。

六、地名和机构名称，一般按当时名称记

述，对特殊地名，加注今名。

七、本志资料来源广泛，主要从广东省中

山图书馆、华南农业大学、本市档案局、农业

局、统计局和各镇(街道)以及有关部门搜

集。对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分别记入有关

章节，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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