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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柚成“金”

大黄村的秋天，是一幅绿与黄交
织的水墨画。这个远近闻名的“柚子
村”位于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记者
站在大黄村田间地头，放眼望去，只
见成片的柚子林郁郁葱葱，一个个沉
甸甸的柚子宛如黄灯笼挂满枝头。

梅州金柚的主产区在梅县区。金
柚产业是大黄村的支柱产业，产值占
全村经济作物产值的98%以上。2014
年，大黄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

村干部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
里，金柚并没有让村民富起来。藏在
山褶皱里的大黄村，是柚子收购商的
必到之地，但是，村民议价能力弱。

“柚子行情差时，村民辛苦一年挣不
了钱，心都冷了。”大黄村党支部书
记廖建明说。

咋 发 展 ？ 因 地 制 宜 种 柚 子 没
错，但路子得变。2015 年，曾在深
圳经商 10 年的廖建明与村里部分果
农“抱团”，成立了股份公司，与全
国各地的大型农批市场对接销售当
地金柚。村民逐渐从单打独斗变为
抱团取暖。

不久后，大黄村迎来更大的发
展机遇。梅县区大力推动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建起多个现代农业产业
园。2018 年，占地 300 亩的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梅县 （大黄） 金柚产
业园落户大黄村。产业园建设展开
后，大黄村 200 多户村民联合 28 家
合作社成立合作联社，入驻现代农
业产业园。

“梅州金柚是大黄村村民的致富
果 。 我 们 夫 妻 种 植 金 柚 近 20 年
了。”村民林芳说，近几年，村里的
柚农更注重金柚的品质，不再打价
格战了。

如今，大黄村的金柚真的变成了
“金子”。一地多“金”也成为现实，
村民可获得种果销售、股金分红、务
工薪金等多份收入。目前大黄村示范
带动200多户种植户加入合作社，辐
射全村 98％的村民种植 3000 多亩柚
果，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我有两份收入。在产业园务工
有固定工资，每年卖自家种的柚子也
能赚钱。”村民张新华说，她很享受
现在的生活，在家门口上班，能照顾
孩子，能打理自家的柚子园。

产业发展起来了，人居环境改善
就有了底气。近几年，大黄村依托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生态资源，积
极完善村庄规划，多方筹资 1500 多
万元，建设了文化休闲活动广场、水
景观、休闲绿道等一批民生项目，修
建了丘哲故居、明清古驿道、古码头
等历史古迹，改造了丰收主题文化广

场、丰收展馆等一批旅游资源，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漫步
在 弥 漫 着 柚 香 的 大 黄 村 ， 记 者 看
到 ， 村 道 四 通 八 达 ， 村 容 干 净 整
洁，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村民沈瑞梅自豪地说，“现在住在村
里跟在城里没太大区别，环境越变
越好，收入有保障。”

金柚“强村”、“美村”之后，大
黄村成了新的网红打卡点，旅游业也
发展了起来。廖建明正在计划，借着
松口千年古镇开发的契机，将村里的
古栈道、古码头、古民居、古树群、
农家乐等与金柚有机结合起来，带动
更多产业发展。

柚“飞”海外

离开大黄村，记者来到梅县区石
扇镇建新村。一排柚子加工厂整齐矗
立在道路两旁。厂区内，黄灿灿的柚
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空气中弥漫着
柚果的清香。

在位于建新村的梅州市兴缘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公司
总经理林绿。林绿告诉记者，他们
家祖孙三代都与柚子打交道。林绿
的祖父林国兴是最早一批开山种柚
的农民，是全村第一个万元户。林
绿的父亲林劲成立了梅县区绿林水
果专业合作社，开始有规模地发展
柚子产业。

2015 年，大学毕业后，林绿返

乡创业，成立了兴缘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短短7年间，林绿创办的公司已
成长为一家集种植、生产、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省级重点扶贫农业龙头企业。

林绿深刻体会到，他创办柚子公
司之所以能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当
地政府在政策、培训、销售等方面的
大力支持。

这几年，林绿组建电商团队，希
望通过互联网，让山区的柚子“飞”
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通过电商平台，
他不断擦亮公司的金柚品牌，每年卖
出的柚果达六七百万斤，直接、间接
带动2750户农户增收致富。

在与柚农打交道的过程中，林
绿发现，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和季节
性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
村里金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为此，他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从福
建、广东本地挑选专业人才成立农
机服务队，从喷药施肥、开沟到修
剪，为农户提供从种到收的一条龙
服务，目前服务队服务范围已扩大
到整个石扇镇及周边农村，服务面
积约6500亩。

记者跟随林劲驱车来到公司新开
垦出的种植园。在山顶，一套先进的
灌溉设备引起记者注意。林劲说，这
套设备是政府资助的，他相信，经过
几年的精心呵护，这片山林肯定会结
出好柚子。

林绿表示，自己的公司能迅速打
开市场，还得益于“梅州金柚”的品
牌红利。

近年来，梅州集中优势资源全力
做强柚果产业。2021 年，梅州市印

发 《梅州柚产业发展工作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要求加快打造
梅州柚优势产业带，进一步推动梅州
柚扩面积、优品质、延链条、强品
牌、增效益，计划到 2025 年底实现
梅州柚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总产
量达 100 万吨以上、总产值达 100 亿
元以上的3个“一百”目标。

“5 年前，我开始做水果出口生
意时，就有海外客户点名要梅州金
柚，经过多方实地考察，我决定跟兴
缘农业合作。”专营水果出口的李照
环说，起初他只订了 10 万斤柚果，
后来客户反馈好，便逐渐加大柚果采
购量，这些柚果主要销往欧洲以及澳
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梅州金柚持续拓展国际
市场，产品畅销海外。

梅州金柚的优良品质，是打开
国际市场的“敲门砖”。林绿说，以
前的柚农为了追求产量，过度使用
化肥，导致柚果个头大、品质却欠
佳，“在政府的引导下，以质论价成

为柚农的共识，梅县金柚的品质越
来越好，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

去年，梅县区众信水果专业合作
社第一次将蜜柚销往国外。“为确保
蜜柚品质，我们种植基地的种植、日
常管理以及采摘、包装、运输等环节
实行全流程严格把控。”众信水果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廖志君说，标准化的
种植、高品质的蜜柚和规模化的经
营，吸引了不少代理商。

科技“密码”

在 梅 县 区 ，智 慧 农 业 已 成 为
“日常”。

一串条码，联结着田间地头与老
百姓的“果篮子”。扫一个码，就知
道这只果子来自哪个农户的哪片田。

一台仪器，无须摘果剥皮就可
利用近红外线测出果实糖度。糖度
在 16 以上的金柚收购价是普通柚子
的一倍，在大超市一个可以卖到 50
元。果农根据测量结果，将果实按
糖度进行分类定价，实现柚子的标
准化生产。

梅县区雁洋镇南福村一处柚园，
果农在自己手机系统上控制设备进行
喷灌。安装水肥一体化系统后，管理
柚树省了不少心，天气干旱时，用手
机操作就可以给柚树喷灌和施肥，比
传统的人力喷灌更加精细高效，柚子
品质、产量都有大幅提升。

这些得益于梅县区很早就实施的
“智慧农业”建设项目。“这个项目是
梅县区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过程
中实施的 20 个项目之一，遍布果园
的特制灌溉管道、果园长势监测站等
设备与监测预警平台系统相连，农户
利用手机端服务系统便可实现对柚园
生产管理的远程控制。”项目承建方
相关负责人说。

走进金柚现代农业产业园智慧科
技展厅，记者见到，迎面的数字大屏
是物联网监测平台界面，正显示着园
区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光照强
度等参数。“系统会根据采集的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对果树易生虫害进
行预警，对果树的长势进行监测，并

推送相关农事指导信息。”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

南福村有一个金柚公园，是现
代化农业产业园中的千亩金柚标准
化种植示范基地。金柚公园内集成
物 联 网 管 理 、 种 植 管 理 、 农 资 管
理、区块链溯源等系统，建立集栽
种、施肥、修枝、疏花、育果、采
摘于一体的全流程数据库，果农可
以通过手机远程登录系统。同时，
这套系统还可以对柚果价格、加工
包 装 等 信 息 进 行 采 集 分 析 ， 为 企
业、果农提供系统信息服务。

运用科技手段，梅州一步步挖掘
金柚的经济价值。

作为梅县区金柚龙头企业，广东
李金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先行先试，
在前期建成烘干小柚果自动化生产
线、年产250吨柚苷提取生产线的基
础上，于去年又在梅县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城东园区启动高纯度柚苷提
取项目，今年已经全面投产，预计可
年产高纯度柚苷 1000 吨，年产值约
2.5亿元。

“目前我们正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柑橘研究所合作，研发柚苷提取及其
植 物 添 加 剂 系 列 产 品 等 的 加 工 生
产。”该公司总经理李永生对记者
说。据介绍，近几年柚苷需求量不断
增长，市场潜力大、用途广，可做甜
味剂、医药品、日化品等。“该项目
落地后，1个柚子可实现产出30倍附
加值。”李永生说。

有了科技加持，柚子皮、柚子花
等也能“玩”出很多新花样：柚子皮
富含黄酮、氨基酸等营养物质，由其
提炼的精油可用在护肤品和高端保健
食品中；柚子花香气独特，可以添加
到洗发水、香水等中；柚子籽核可榨
油；柚子衣可做有机生物酵素。

柚子干、柚子花茶、柚子精油……
作为梅州市大埔县省级蜜柚现代农
业产业园首批入园企业，广东通美
有限公司在柚果深加工领域持续发
力，与 6 家高校产学研合作，拥有
专利技术 20 多项，研发出大量柚子
深加工产品。“之前我们对柚果的
利用太局限了，未来我们要不断延
长 产 业 链 ， 将 柚 子 真 正 ‘ 吃 干 榨
净’。”该公司负责人傅曼琼说，他
们不断解锁柚果身上的“密码”。

柚子熟时访梅州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柚子熟时访梅州
本报记者 陆培法

今年中秋节，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副秘书长黄
观友又品尝到一份酸甜味道。华人黄观友祖籍广东省梅
州市，向来喜欢吃梅州柚子。“梅州柚子果肉甜美、水分
多。”黄观友说。

梅州柚子为何能香飘海外？金秋柚子熟时，记者来
到梅州采访，在柚子园里、在加工厂里，听村干部和柚
农讲述种柚子的故事、乡村振兴的故事。

梅州盛产柚子，被誉为“金柚之乡”。梅州是客家人

的聚居地，被称为“世界客都”。梅州还是“华侨之
乡”，客家人从梅州松口古镇远下南洋、衍播四海。

作为广东省最大的柚子产区，梅州柚子种植面积65
万亩，总产量95万吨，产量占广东全省的90%、全国的
1/5。梅州常年出产不同品种的柚子，尤其是每年中秋节
前，柚子抢“鲜”上市，到达全国各地并出口海外。近
年来，梅州下大力气提升柚子产业化水平，让柚农钱包
更鼓、柚子品牌更亮。

图片说明：
图①：9 月初，梅州市梅县区种植的蜜柚成熟，进

入采摘期。 钟小丰摄
图②：梅州市大埔县柚农郑彩霞在采摘蜜柚。

连志城摄
图③：梅州万川千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通过电

商直播的形式，销售蜜柚。 连志城摄
图④：梅州市一家农业企业的员工，为蜜柚进行分

拣、包装，准备发往市场。 钟小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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