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梦楚

汁多渣少的方山柿、肉质细嫩
的五指岩生姜、香甜粉糯的舜芋、
质优味美的红富士葡萄⋯⋯提起
我市的“名牌”农产品，不少消费者
早已熟知。近年来，市农林局大力
推进品牌发展战略，培育和打造了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牌，促
进 农 业 发 展、农 民 增 收、农 村 繁
荣。截至目前，“永康方山柿”“永
康五指岩生姜”“永康舜芋”已获评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下一步，市
农林局还将把更多的产业优势转
换为品牌优势，让我市的名特优农
产品享誉全国。

打响“地标”品牌 引领乡村振兴
——我市“名牌”农产品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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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岩生姜

舜芋

截至今年，中国（永康）红富士葡萄节已

举办了 8 届。比果穗、果粒、色泽、香味、可溶

性固形物（糖、酸、维生素、矿物质等）⋯⋯每

年，我市都会选出最优的“葡萄王”。

市经济特产站副站长陈红星介绍：“如今

葡萄已广泛采用大树冠栽培模式。传统葡萄

每 亩 种 植 150 株 左 右 ，大 树 冠 葡 萄 只 种

10-30 株，尽管种植数量差距较大，产量却不

相上下。”

目前，我市已在唐先镇发强家庭农场、舟

山镇高下杨村、前仓镇大陈村等地建立了180

亩示范园，明年计划推广 300 亩以上，后年预

计可推广千亩以上。

位于唐先镇夏杜曹村的发强家庭农场在

四年前就引进了大树冠栽培模式。农场主曹

发强拥有130多亩葡萄园，有的每亩只种3株

葡萄。种植区内，葡萄树在空旷的土地上呈

“H”型排列，葡萄藤沿着大棚顶部自由地向四

周延伸。由于每亩葡萄种植数量少，省工省

时省肥。

“大树冠在栽培时‘一’字型或‘H’型或

‘王’字型排列，这样葡萄树基本不存在叶片

交叉重叠的情况，葡萄能充分接受日晒，农

户也可以清晰快速地了解葡萄的生长状况，

便于采摘治虫。”陈红星说，由于种植稀疏、

排列整齐，葡萄地清爽干净，适宜发展乡村

旅游。

大树冠栽培在帮种植户省心省力的同

时，还为农户添了个副业：立体套种。据了

解，每亩大树冠种植大棚可套种 0.7 亩农作

物，如西瓜、生姜、花生、迷你番薯、甜瓜等。

也就是说，一亩地可以种植 1.7 亩农作物。下

一步，市农林局还将指导农户套种药材等。

方山柿作为我市地方传统名果，已有上

千年栽培历史，在宋朝时曾被列为朝廷贡

品。2015 年 9 月，方山柿获评国家地理标志

农产品，成为我市首个获此殊荣的农产品。

方山柿汁液丰富，纤维细腻，果浆丰满甘

醇，软而无渣，少核或无核。一般柿子都得剥

皮吃，但方山柿却不同，由于呈流质态，它可

以像吃果汁一样用吸管吸着吃。

近日，记者在我市林业乡土专家、舟山镇

大路任村柿农任振韶的带领下走进了他 50

亩的方山柿种植基地，只见柿子像红灯笼一

样挂满枝头。面对逐渐饱和的柿子鲜果食用

市场，任振韶说：“分级销售很重要，方山柿普

通果卖 10 元/公斤，精品果卖到 5 元/个，品相

差的做柿饼、柿酒、柿醋等。”

为保证方山柿的优良品质和效益，市农

林局经常性举办生产技术培训，大力宣传“永

康方山柿”地理标志的重要性及如何维护和

正确使用标志。技术人员深入基地指导，鼓

励柿农增施有机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加

强整枝修剪管理，提升方山柿的品质，提高

“永康方山柿”品牌知名度。我市连续 10 年

举办“方山柿文化旅游节”促进方山柿销售。

记者从市农林局了解到，目前该局正在

进行方山柿定向成熟技术研究。试验成功

后，就能帮助柿农解决柿果成熟期集中问题，

促进柿果销售。今年，省林业科技周金华分

会场就设在“第 11 届中国方山柿之乡文化旅

游节”，活动将通过科技奖颁奖、农民技术培

训、送政策下乡等活动，向游客展示方山柿的

魅力与文化。

方山柿：
传统产业散发新的活力

五指岩生姜：
延长产业链打造品牌

五指岩生姜是著名生姜品种，因栽培在

我市象珠镇中山村的五指岩山而得名。五指

岩生姜的来历流传颇多，传说白娘子盗“仙

草”救许仙，这“仙草”指的就是五指岩生姜。

正宗的五指岩生姜，外型美观，表皮光滑

洁白带鹅黄色，嫩芽粗壮，呈浅紫红色，肉质

细嫩，汁多渣少。五指岩生姜对生长环境十

分挑剔，只有五指岩周边十几个村子种出来

的生姜，才被认为是正宗的五指岩姜。传说

即使是同样的姜种，出了这个区域，就种不出

这种姜。

好的品质，让五指岩生姜不断获得重量

级荣誉。2016年12月，五指岩生姜正式通过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评审，成为我市第二个

获此荣誉的农产品。2017 年，五指岩生姜又

喜获浙江精品果蔬展销会金奖。

唐先镇特色农产品配送中心负责人、安

坑村姜农董红阳告诉记者，从前五指岩生姜

市场销售仅局限在永康、东阳、义乌等周边地

区。这两年随着五指岩生姜不断精品化、品

牌化，通过“互联网+”销售方式，已逐步打开

了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市场。

“今年是个丰收年，产量约 1000 至 1500

公斤/亩。夏天生姜的保鲜期为四五天，外地

客户通过微信下单，我们最迟第二天下午发

货，第三天客户就能收到新鲜的生姜。”董红

阳说。

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姜农想方设法以深

加工的形式延伸产业链，如以生姜为主料加

工姜茶、姜片、姜糖、姜罐头等。这些深加工

产品不仅市场行情看好，还能解决鲜姜难储

藏的问题。唐先镇也着力打造生姜小镇，加

强对五指岩生姜的品牌化打造。

舜芋：
“互联网+”快车拓宽销路

舜芋的诞生，与“舜耕历山”的传说密切

相连。相传舜帝行至历山附近，恰逢当地发

生疾病，百姓民不聊生。舜帝化身农夫，在历

山躬耕，寻找良药。后来，舜帝将其培育出的

一种植物送给百姓食用，教会百姓如何种

植。后百姓将此物称之为舜芋。

如今舜芋种植集中在前仓、石柱、舟山一

带。舜芋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品质：个大、皮

薄、肉白、肉质粉糯，蒸煮后口感细软、回味香

甜。因为芽头呈浅红色，舜芋也叫大红花芋。

“舜芋是我市种植面积第二大的农产

品。种植规模约1600公顷，年产量5万吨，从

事种植的农户在 6000 户以上。”市舜芋技术

协会会长李维哲介绍，去年永康舜芋作为我

省唯一一个参评的农产品，获评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

市舜芋技术协会成立后，我市通过统一

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生产服务、统

一营销品牌等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单位

产出，提高产品价格，促进农民增收。

“前仓镇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达成常年

合作协议，常年给‘雪龙号’（南北极考察船）

提供舜芋。”李维哲说，舜芋不仅受到“雪龙

号”的钟爱，它还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

为农户打开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城里人手机

下单，农户田里采收，舜芋晚上就可以上餐

桌。

下一步，芋农将尝试“互联网+众筹认养”

的模式。认养人挑选地块，芋农负责打理、指

导种植，舜芋成熟后认养人可到农田进行农

耕体验，也可让芋农直接将舜芋送至家中。

红富士葡萄：
“大树冠”省工省时省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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