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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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柑桔之乡一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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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会柑桔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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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和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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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000年八月

注：梁驹是中共四会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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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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叠详今略古一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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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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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9年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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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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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是岭南古县之一，始建于秦代，距今已有2 100多年

的历史．县名取。四方之水会流”之意，至今未改．初置县

时幅员辽阔，东到新会、斗门，西含广宁，怀集，面积比现

在大十多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县境几经变迁，直

至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才缩小到现在的规模．

解放后曾与广宁县合并两次，称广四县．1961年5月分县后

自为一县．1993年l lY]，经国务院批准四会撤县设市，从此

结束了县建制的历史，跨进了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新里程．

四会地形酷似竖立的一片桑叶．地势西北向东南倾斜，

北部和西部多山．约占总面积44．3％；中部多为河谷盆地，

约占总面积31．2％；南部和东南部为冲积平原，约占总面

积24．5‰最高的山峰是三桂山，海拔888米。绥江全长约

43,V公里，其中市境内河长149．硷里。
四会市境处于北回归线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

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据市气象局30年来的统计



群丛主要有松、荷、桉、木麻黄、落羽杉等．此外，绥江和龙

江河两岸，历史上都是种植果木，尤以种植柑桔为佳．

植被的垂直分布：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峰很少林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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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公元前三世纪《山海经》中，记载荆山、纶山、铜

山、葛山，贾超之山和洞庭之山等地区，“其木多祖、栗、

桔，柚。”《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籍都记载有

柑桔栽培．由此可见，至少在4000主g前，我国长江流域已经

有很多地区种植柑桔．

秦汉时期，中国柑桔已有大面积栽培生产．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蜀、汉、江陵千树桔、此其

人与千户侯等．’这是说当时的四川、陕西和湖北地区，柑

桔已有成片种植．其经营规模堪与当时的封建大地主。干户

侯”相比．左思在《蜀都赋》中记载：在四JI I成都地区。家

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刘敬叔在《异苑》中有记：

在南康，遍地。有柑、桔，橙、柚，就食其实．任意取足，

持归家人．”可想而知，当时连江上下和中原遍地，到处都

是一派橙黄桔绿的艳丽景色。

古代种植柑桔集中的地区，一般都设有“桔官”．专司

经营柑桔生产，征收赋税和贡奉皇室．公元二世纪杨孚撰写

·3·



柑桔先在上林种植，然后移植到西沙，松甫等铺，再转植到

黄田，石狗一带，逐渐扩大种植，并成为柑桔主产区之一．

四会柑桔种植虽历史悠久．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

应有的发展．到1 949年，全县只得绥江河畔的西沙，黄田，

石狗一带有栽种柑桔，面积l 3 ll亩，总产量615吨．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重视柑桔生产，采取一系列扶助柑

桔生产的措施，调动了广大柑农的积极性，促进了柑桔生产

·4·



的发展．1957年，全县有柑桔种植面积1603亩，总产量1055

吨，比1 949年种植面积增292亩，总产量增加440吨．

1958年，种植面积虽然发展到1812亩，但由于受。大

跃进”的影响，只求数量，不讲实效．继之而来的是三年经

济困难时期，柑桔种植面积、产量急剧下降。到1961年，全

县柑桔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倒退到1949年的水平．

1962年开始，县委，县政府认真加强对柑桔生产的领

导，并采取调整奖励办法，提高收购价格，发放无息贷款和

减免税收等措施，使柑桔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1967

年，全县柑桔种植面积达9679亩，总产量1 057吨，种植面积

比1 958年增加了四倍多，总产量也创造了新纪录．

进入70年代，各地尝到了种柑桔的甜头，积极地发展柑

桔生产．但由于忽视了繁育柑桔种苗工作，致使柑桔苗木供不

应求．部分社队又急于求成，从外地购进了大批不纯的柑桔苗

木，种后导致出现黄龙病(在此之前四会未曾发现黄龙

病)，柑桔枯黄致死树不断增加，面积随之减少．在这七八

年间，全县柑桔面积徘徊在6000亩左右，产量低而不稳，一

般年份总产量只有1000—2000吨．70年代末，总产量降至

600吨以下，柑桔生产出现严重萎缩．

县委、县政府对柑桔因病害导致生产萎缩的问题非常重

视，列入议事日程，并邀请省内外柑桔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和分

析，认定造成柑桔生产滑坡的主要原因是黄龙病为害，其次是

经营管理不善．于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迅速建立新的柑桔无

病苗圃场，并以优质无病苗木建立无病柑桔园，坚决清除病

树，重振四会柑桔生产．黄田镇是四会柑桔主产区，在70年

代后期柑桔染上了黄龙病，全镇有2000亩柑桔园大部分发病，

最严重的江头干亩柑桔园和万洞柑园发病率达80％以上，严

重影响了柑桔产量．全镇总产从历史最高水平的l 972年的l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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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降至1 982年仅有42．5；0公斤．为了改变柑桔的被动

面，镇政府除抓好病区柑园的改造工作之外，开辟白芒无

栽培示范柑桔园，认真总结经验，推广全面．白芒无病栽

示范柑桔园，始建于1982年，面积103亩，种下无病柑桔

木7．6万多株，第三年(1985年)开始投产，总产3万多

斤，平均亩产300公斤；1986年总产12．5万公斤，平均

产1213．5公斤；1987年总产22．5万公斤，平均亩产2180

斤．最高亩产3000公斤以上．预计转上盛产期(6年以

)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白芒无病栽培示范柑桔园，积

推广无病苗木，建立无病果园经验丰富，为四会柑桔生产

出了一条无病、早结、丰产的道路．县政府号召学习。白

经验”，以白芒为榜样，迅速恢复和发展柑桔生产，经过

六年的努力，柑桔生产得到恢复，并有发展势头．1985

，全县有柑桔面积833l亩，总产量2572吨．从1986年

，全县柑桔生产稳定、持续发展．到1 989年，全县柑桔飞

发展到48517亩，总产量达至U7610吨。这是解放后柑桔生

的又一个高峰时期。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为了适应市场需要，

委、县政府指导各地迅速调整柑桔品种布局，大力种植优

品种，以砂糖桔，贡柑、蜜桔为主，积极发展，占领市

。仅几年时间，优质柑桔品种面积显著增加。据1 999年末

统计，全市优质柑桔品种面积达46692亩，占柑桔总面积

91％，比1990年增加29536亩．

在调整柑桔品种布局的同时，充分发挥四会柑桔品种的

优势，注意早．中、迟熟品种搭配，延长鲜果供应期，提高

经济效益．

全市各地柑农，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应用科学的栽培

技术，调整柑桔品种布局，提高管理水平，开拓柑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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