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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翠光阁

时至仲秋，桔子渐熟。 每当此时，那份发自内
心的对于桔子的特有爱意就会油然而生。

一
刚刚成熟的桔子， 或是青中带黄且透着亮光

的果子犹如出闺少女般的诱人秀色， 或是剥开脆
嫩细薄的果皮所散发出的那股令人迷醉的淡淡清
香， 也或是那一瓣瓣黄灿灿入口即化的果肉甜蜜
之美味，总是让我欲罢不能，爱不释手。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曾有《九章·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
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
圆果传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
兮。 此为古人对桔子的最好赞颂。

桔子又多称为橘子，两者实为一物，只是叫法
不同，南方人多称桔子，北方人则喜称橘子。 现如
今，桔子又成为了柑桔的泛称，而柑桔是柑和桔的
统称，柑和桔实为同类中的两个不同物种，一般人
容易混淆。柑和桔的区别是外形和口感。桔在外形
上比柑相对较小较扁，皮薄易剥，而柑的外形相对
较大，却又比橙和柚略小，果皮宽较松，易剥离，可
以一瓣一瓣掰开；两者在口感上也各有差异，而在
营养价值和功效上都相差不大， 桔里面果糖含量
很高，所以相对于柑来说其甜度要高出许多，从而
更受消费者青睐。

二
多年来， 我感觉自己与桔子有着一种特殊的

缘分。
不怕笑话，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也是吃到

桔子的时刻至今记忆犹新。 在我六七岁时，我国农
村尚处于一个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 桔子当
然地也就成了稀罕物。 那时，我大哥在离家三十多
公里外的衢县铜山源水库工地做厨师，回家休假时
带回十来只桔子，颜色黄黄的，个头圆圆的，一看就
让人垂涎欲滴。 也不知道大哥是怎么弄来的，当时，
我一口气就吃了两只， 感觉是特别地甜， 特别地好
吃，但想再剥一只吃吃时，已经没有了，因为兄弟姐
妹多，大哥就分给我两只。从此，那种想再吃一只桔
子的馋味就一直萦绕了我好些天。 我不知道第一
次所吃的桔子是啥品种，据现在推测，应该是我们
衢州当地产的黄岩蜜桔品种“本地早”。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我的家乡———龙游北乡的许多农户
陆陆续续也开始种起桔子， 它也就逐渐变得普通
起来， 但那时由于桔子树在种植管理上有一定的
技术要求，桔子的市场销售又相对紧俏，农户种起
来的桔子还是舍不得自己吃，想的都是先拿去卖。

三
也就是那第一次吃桔子的美好感觉， 使得我

在读高中时就立下“大志”：毕业后回家乡承包十
几亩田地，挖上几亩鱼塘，塘埂上都给种上柑桔，
争取能够成为一个粮、鱼、桔多种经营的“大户”。
但由于除了高中英语课因没有老师教而成绩不好
外，其它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都还好，又幸遇我国
高考历史上唯一一年出台的“一条龙”录取政策，

使自己得以顺利考上了高中中专，跳出了“农门”，
这一“大志”也就随着泡了汤。

本以为我和桔子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 想不
到， 自己所就读的中专学校———浙江省台州供销
学校的门口就有满山遍野的桔子树， 仿佛是进入
了一个桔子世界。 那时的黄岩蜜桔已经名满天下，
当地农民种植桔子的收益颇为丰厚， 亩均收益大
大超过种植水稻和油菜等粮油作物。 这又勾起了
我对桔子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的我， 曾经如饥似渴地寻求着有关柑
桔种植与储藏方面的各种知识。 我们学校专门设
有果品专业，而我读的却是其它专业。 于是，我就
借机经常去果品班蹭课， 听老师讲柑桔的栽培与
管理、柑桔的储藏与加工等专业课程；利用课余时
间泡在校图书馆里， 广泛阅读有关柑桔方面的书
籍和科研文献； 积极参加校第二课堂委员会柑桔
储藏实验小组， 所参与的“宽皮柑桔储藏保鲜方
法”实验成果还获得了学校表彰。 我也曾经专门赴
地处黄岩的台州农校去学习交流柑桔栽培知识和
技能，参观他们的黄岩蜜桔高产试验基地，与台州
农校就读的衢州老乡们深入探讨柑桔种植的经济
效益与市场前景……

四
后来， 我中专毕业分配到龙游县湖镇供销合

作社工作， 这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汲取柑桔种植和
销售知识与实践实验的良好平台。 当时，我县柑桔
主产区的几个基层供销社都配有柑桔辅导员，专
门负责辖区桔农的柑桔种植技术辅导， 侧重于科
学施肥和病虫害防治。 由于我对柑桔的特有情感，
自然就与湖镇供销合作社的柑桔辅导员晏师傅成
了忘年交。 他是湖镇区的柑桔主产地下库乡包家
村人，从小就与柑桔打交道，有着丰富的柑桔种植
经验。 我一有空暇，就与晏师傅一起到桔农的田间
地头察看桔子树的长势与病虫害防治情况。 当时
的包家村满山满坞种的都是温州蜜桔新品种———
“兴津早熟蜜桔”，当地人曾有“包家的桔，马龙山
的铁（废铁市场）”的称呼，说明包家的桔子已在周
边小有名气，后来包家村与希唐村合并，当地又统
一主打希唐蜜桔品牌，名气就做得更大了。

桔树的生长发育、开花结果与温度、日照、水
分（湿度）、土壤以及风、海拔、地形和坡向等环境
条件紧密相关，这些条件影响最大的当数温度。 既
使差异 0.5℃的气温有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桔子果生长发育要求 12.5 至 37℃的温度。 因此，
我国的桔子果树栽培区主要集中在北纬 20°至 33°
之间，即秦岭以南、海南岛以北地区。

龙游地处浙江西部的金衢盆地，介于北纬 28°
44′-29°17′，属于中亚热带边缘，气候温暖湿润，境
内山多地少，六山三田一分水，土壤以红壤土、黄
壤土、岩性土质为主，由此也就成为桔子果树栽培
的优良地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衢州椪柑曾经名闻遐迩，我
市也就收获了“中国椪柑之乡”的美誉，龙游县作
为全市柑桔主产区之一， 椪柑种植也曾辉煌过一
段时间，当时曾经流传“不靠孩子靠桔子”的口头
禅， 显示柑桔种植在当时我县农村经济中的重要

地位。 那时，我刚好被组织调到乡镇工作。 在之后
十多年的乡镇工作中， 我专题调研过种桔大户的
生产经营及收入情况， 撰写文章大宣特宣种桔致
富的典型事迹；在乡村的大大小小会议上，积极倡
导过以“一村一品”之势大力发展柑桔产业；也亲
眼目睹无数的桔农因为种植桔子而极大地改善了
生活条件， 建起了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房……现如
今，衢州椪柑也面临着果品市场的无情抉择，价格
是一度低迷，果农的种植积极性大为受挫。 显然，
衢州椪柑已是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转型，还
是改种其它桔子品种，果农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目前， 国内市场上比较畅销的柑桔品种主要
是由良、兴津、宫川蜜桔和沙糖桔，以及甜桔柚、红
美人、阳光一号等杂柑类桔子。 而从品牌上来说，
黄岩蜜桔、温州蜜桔、南丰蜜桔等几个老品牌一直
经久不衰，涌泉蜜桔却是后来居上。 衢州本地的老
品牌“衢桔”却因甜度和化渣性不高，且果肉多籽，
有“中看不中吃”之嫌，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该
品种在我县境内已几近消失。 县域内而今较为有
名的希唐蜜桔多为兴津早熟，少量为宫川品种，但
品质不稳定，优劣相差很大，市场份额难以做大。

五
近年来，以南香为母本、天草为父本，桔橙杂

交的品种“红美人”桔子以果型美、糖分高、口感好
等特点，一直以高价位独领市场风骚。 据龙游县柑
桔协会会长、 金秋红柑桔专业合作社社长朱江宜
介绍，凭自己十多年来对“红美人”的栽培管理经
验可以推断，只要搭建大棚设施，做好防冻防旱，
控制好水肥， 龙游同样可以种出高品质的“红美
人”。 听了此言，深感此乃广大桔农之福，从中也看
到我县柑桔产业发展的新希望。

前几年， 我奉组织之命又调入县农业农村局
工作， 有幸接触到了全县许许多多的柑桔种植大
户， 也有机会和县内的几位柑桔种植技术专家老
师们面对面地交流，使我对市、县乃至国内的柑桔
种植发展和市场销售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
我对广大桔农所面临的气候灾害、 市场风险及桔
树“黄龙病”侵害常怀忧心，也力所能及地为桔农
们能够享受到政府更多的惠农政策而鼓与呼，这
大概就是自己与桔子和桔农结缘的一种最直接的
情感表现吧！

我老家有个小庭院，取名为“静园”，里头有个
面积不到半亩的后院。 这几年来，我在后院先后种
上了由良、 甘平、“红美人”“黄美人”、 甜桔柚、沃
柑、大雅柑、耙耙柑、红心蜜柚、鸡尾葡萄柚、金秋
砂糖桔等十多个优良的柑桔品种， 已然成了一个
柑桔良种的小小“母本园”，尤其是有几颗甜桔柚
树， 是我那年被抽调至庆元县工作期间专门从国
内“甜桔柚种植之父”朱志东专家所培育的苗圃中
购得，现已硕果累累。 我想，这或许又是自己与桔
子结缘的一种不言体现吧！

我有个愿望， 退休之后， 在老家承包几亩山
地，到时都给种上新品种桔树，从而让自己成为一
个真正的桔农。 不为赚钱，只为志趣，愿与桔子缘
定终身！

与桔子有缘
◎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