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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柚是常山的传统主导产业之

一，种植历史源远流长。1986年，常

山胡柚迎来“高光时刻”，第一次抱回

全国优质农产品奖，这之后，又相继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等一系列荣誉。截至

目前，常山当地有10万人参与种植、

生产与销售胡柚，全县胡柚种植面积

达到10.5万亩，鲜果年产量14万吨，

直接带动农民增收5.6亿元，从原先名

不见经传的野果，摇身一变成了闻名

全国的“摇钱树”。

把技术做“透”，把标准做“精”，把

规模做“强”。多年来，历届县委县政

府齐抓一只果不放松，一任接着一任

干，立足特色生态优势，把握时代发展

脉搏，集中力量做大做深胡柚这一主

导产业。

围绕省委、省政府《支持常山县培

育做强“两柚一茶”产业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举措》“一县一策”意见，常

山县以打造“两柚”（胡柚、香柚）生态

产业富民实践地为引领，制定了《常山

县“ 两 柚 一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2021~2025年）五年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五年行动方案》）等系列产业发

展规划，通过顶层设计，明确产业发展

思路，分阶段分解发展任务，设定近景

远景目标，举全县之力，聚全民之智育

强产业。

土生土长的胡柚口感微苦，日本

引进的香柚则味道清甜。常山县通过

技术攻坚，促使两个品种实现优势互

补，在“双柚合璧·争创百亿”目标的指

引下，全方位进军“两柚”深加工产业

集群。常山县农业农村相关负责人介

绍，常山现有胡柚深加工企业16家，

其中4家是规上企业，2家是国家级农

业龙头企业，其中胡柚深加工消耗量

可达4.6万吨左右，占全县胡柚总产量

38%左右。

深加工在常山如火如荼进行中，

短短几年时间，当地先后开发双柚汁、

NFC胡柚汁、常山胡柚膏、胡柚精油面

膜等70多款精深加工产品，涉及“饮、

食、健、美、药、香、料、茶”八大类系列，

总产值30亿元，绘就出“鲜果销售”向

“精深加工”转变的恢弘蓝图。其中不

少是网红爆款，譬如“双柚汁”饮品，仅

2022年上半年，平均月销售量突破80

万箱，产值1.5亿元。

这期间，常山县农业农村局以全国

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创建为契机，主

动“攀高枝”“引强兵”，与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业界顶尖机构

合作，聘请育种、种植、加工、药学等各

领域权威专家，借用“最强大脑”，进一

步优化品种，重点攻克产业全链条技术

研发，加快科研成果转化。2022年上

半年，常山县成立了浙江大学（常山）现

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启动胡柚新品种

选育等4个技术攻关课题，立项实施胡

柚全果高值化利用加工技术研究和应

用等项目，加快推进常山胡柚（柚橙）

“入典”，为“两柚一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科研强力。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五年行动方

案》的要求，常山县农业农村局细化并

制订“102030”工作任务清单，新增胡

柚新品种种植500亩，香柚种植1100

亩，完成香柚营养钵育苗30万株，同

时依托“一份常礼”区域品牌优势，引

导种植户按照精品包装销售、高端销

售、深加工企业销售等方式，全面提速

胡柚销售进度。

老树新枝 两柚合璧成就大产业

常山双柚汁加工企业——柚香谷

双柚产品加工生产线

近日，常山县顺利入选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创建名单，成为衢州唯一入选的县（市、区）。

在高水平打造省级合作先行示范县的开局之年，这

一示范区的创建，既是对常山农业农村工作的肯

定，也是鞭策和展望。

常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常

山将围绕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总体目标，一体

化推进产业升级、园区扩容、要素聚合、农民增收等

共富因子，加快建设加工集聚区、产业融合区、科技

先行区、共富示范区四大板块，制定30个子项目

标，谋划48个具体项目，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山区样板。

主导产业提升工程火力全开。深化实施“接二

连三”行动，推动柚香谷等龙头企业接二产连三产，

打通产业全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力争“两柚一

茶”全产业链产值超75亿元。紧盯“饮、茶、食、健、

美、药、香、料”8大主攻方向，接续推出柚子啤酒、柚

柚气泡水等全新产品，力争实现单品爆款年销售额

超1亿元，实现产品多元化。聚力实施“培大育强”

行动，强化以商招商、资源选商，实行一企一策、梯

次培育，力争引进“两柚一茶”加工“链主”企业6家，

实现“小升规”企业12家、“规改股”企业2家。

园区平台提质工程全面启动。围绕产业园区，

常山计划投资5亿元实施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一批

生产性配套项目，集成打造3平方公里的加工集聚

区，同步建成5个特色农业产业园；围绕交易平台，

加快全国油茶交易中心“金融性+物理性”双平台建

设，力争企业交易开户突破400家、平台年交易额

超15亿元；围绕营销网络，坚持线上线下双驱动，

以长三角、北京等地为目标市场，培育特色电商主

体10家以上，设立直营店、连锁店10个以上。

产业融合提效工程渐入佳境。在“两柚一茶”

打响知名度的当下，常山积极推动“农旅”融合，推

广金源旅游根据地等一批农旅融合创新模式，依

托山水、农业、人文特色资源，盘活闲屋、闲地、闲

人三闲资源，引入高端旅游公司统一打造运营，以

“卖游”带动“卖柚”“卖油”，力争实现旅游创收3

亿元以上。

常山积极推动“农文”融合，打响“父亲的水稻

田”等一批农文融合、文艺游学品牌，以打造未来乡

村为目标，链条化推出“稻田种植—稻米酿酒—农

事体验—课堂研学—文艺游学”等农文融合产品，

力争实现文化营收增长8000万元以上。常山同时

推动“农富”融合，创新“经营主体+两山银行+村集

体（强村公司）+农户”的利益共同体模式，按照“六

化”标准建设“共富果园”，推行“七券”政策包，确保

建成共富果园30个以上，带动村集体、农民增收1

亿元以上。

抓产业提质，壮大了综合实力；抓项目提速，厚

植了发展潜力；抓管理提优，彰显了实干合力。作

为农业主管部门，常山县农业农村局紧扣“稳中求

进、提质增效、富民强村”工作总基调，扎实打基础、

增后劲，着力抓关键、求突破，努力谱写农业农村工

作新篇章，全力筑牢共同富裕坚实底座，为建设“浙

西第一门户”注入强劲动力。

靶向发力

产业融合蹚出致富路

产业是发展之基、城市之本、富民之源，这其中，特

色是产业的潜在力、竞争力以及生命力，开发好、利用

好、发展好特色产业，已成为推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

重要途径和关键因子。

近年来，常山县以打造“两柚一茶”为重点的生态产

业富民实践地为引领，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双组长的“两柚一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两柚一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制定《胡柚产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量衣裁体、因地制宜、突出优势、有

序推进“两柚一茶”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同时积极探索一

二三产融合，在通向未来的壮美征程中，擂响特色产业

转型升级的铿锵战鼓。

开足马力、逐梦百亿，常山“两柚一茶”产业发展正

沿着共富的康庄大道提速前行，用饱含热情的笔墨书写

加快建设“浙西第一门户”的战略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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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柚景观大道

大桥头乡新村村共富果园

踔厉奋发，踵事增华。秉持“两柚

一茶”的资源优势，常山县创造性推出

“两山合作社+经营主体+村集体+农

户”为利益共同体的“共富果园”强村

富民发展模式，让农作物种植打破原

先的“低、小、散”壁垒，从此走上规模

连片、智能管控、绿色高产的精品之

路。截至6月底，全县已筛选创建“共

富果园”30 家，累计带动农户就业

3507人，总用工量12.03万人次，有37

个村因此受益，平均集体收入54.2万

元，较全县平均水平增长20%以上，品

种也由最初的胡柚扩展到枇杷、西瓜、

甜瓜，乃至油茶、水稻、茶叶、蔬菜等。

创新打造“共富果园”模式。常山

县坚持“一把手工程”顶格推进，成立

县级工作领导小组，搭建核心政策体

系，并将“共富果园”建设纳入各单位

的年终考核。对带动作用明显的“共

富果园”，设立社会贡献奖和亩均投资

奖，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按照全

链条贯通的思路，制定规范化流转、标

准化经营、数字化管理、精深化加工、

品牌化销售、景区化建设“六化”建设

标准，着力构建“经营主体+两山银

行+村集体（强村公司）+农户”的“四

方联动”共富机制，同时兼顾各方利

益，建立“三次分配”的利益分配机制，

为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万亩香柚共富果园”是其中一大

亮点。2021年，常山在5个乡镇（街

道）26个村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生态

化、设施化、机械化、数字化”为载体的

香柚基地建设，总面积1万余亩，培育

香柚苗85万株，定植香柚苗木1万亩，

累计投入资金2亿元，该果园也是国

内最大的香柚种植基地。最近，“万亩

香柚共富果园”版图再度扩容，在东案

乡弄坞村开向岭地块，柚香谷·第二轮

万亩香柚园东案基地开工，5年时间

内，基地规模将达到2万亩，年产香柚

4.5万吨。与此同时，基地内还将配套

大型冷链仓储物流园区、“双柚”加工

车间、高端民宿等一二三产联动项目，

打造全县唯一集种植、加工、冷链、仓

储、物流、观光于一体的“两柚一茶”全

产业链共富单元。

越来越多的村民品尝到“共富果

园”带来的甜头，青石镇飞碓村村民王

海水把家里的2亩胡柚林流转给村

里，每年可拿到4200元流转租金，他

又在果园管理服务队做管理员，每年

还有2万元工资，王海水感叹说，拿着

村里的钱管自己家的地，这门生意是

“天上掉下的馅饼”。

插柳成荫 共富果园喜迎丰收季

太公山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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