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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之乡”推陈出新整体规划打造“水果名镇”

花街镇水仙洞蜜桔喜迎丰收

□记者 陈慧

今年，花街镇提出了“工业立镇、生态美镇、农旅兴镇、和谐
暖镇”的“四镇”战略，在“文旅兴镇”战略中，围绕精品果业和休
闲果园建设，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深入推进水果产业振兴，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走出富有花街特色的“农旅兴镇”之路。

现在，花街镇特色农业产业正朝着区域化、基地化发展，
万亩水果基地、八字墙水果花卉基地、店园田园综合体、大寒
山采茶基地等项目建设效果初显。积极培育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逐步形成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
在用活相关农业政策红利的基础上，花街镇还将八字墙

片区果业振兴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
施，保障水果产业振兴规划顺利实施，有利推进八字墙片区
果业振兴建设。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水果之乡”逐步打造

“水果名镇”，焕发新的活力。
花街镇党委书记吕广望表示，希望花街能持续发挥节庆

效应，打响八字墙片区的文旅品牌，同时带动双舟线沿线开
发建设，让花街镇成为幸福花园、致富摇篮。

水仙洞蜜桔得名于其毗邻的地理位置水仙洞水库。车
行至水库，就能见到蜜桔基地的路标指向一道山坑。沿着蜿
蜒曲折、高低不平的机耕路，一直往山坑深处开，穿过密匝匝的
山林，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豁然开朗，成片的桔林跃然眼
前。串串桔子金灿灿地挂在枝头，压弯了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满坑满坡全是熟透了的蜜桔，俨然一条芳香四溢的“花果沟”！

“这条狭长的大山坑名叫潘坑，绵延足有 1.5 里，连接着
项宅村和水仙洞水库。潘坑两边大山夹峙，形成了天然的小
气候，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绿色环保，很适合柑桔生长。潘
坑层层山地全种上了桔子树，有 3000 多棵。”这片果园的负
责人、花街镇喜宣水果种植场负责人项喜宣告诉记者，他们
2003 年承包果园，开始时种的是上野早生，之后又引进红美
人、由良早生等时新品种。果园不断更新，优质蜜桔很受市
场欢迎。

事实上，刚种水果时，项喜宣夫妇也遇到了不少难题。
最难熬的是刚开始那 10 年，桔子树不长桔，不仅没产生收

益，还要持续投入和精心料理，有时候还要借款照料桔子树，
这让原本开拖拉机有稳定收入的项喜宣一家陷入困境，生活
十分拮据。面对艰难困苦，项喜宣夫妇没有气馁，而是不断
钻研，请教省农科院专家，镇领导在给予扶持的同时鼓励创
新经营，他们自己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良。桔林投产后桔
子口感和收益向好，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

渐渐地，水仙洞蜜桔由于口感好、甜度高等成为了我市农
产品的“招牌”，连年来项喜宣夫妇应邀参加了省农博会、义乌
国际森博会、华东农交会、永康农展会、武义国际养生博览会等。
他们种植的水仙洞蜜桔成为了我市两种参加2013年、2014年全
国名优果品交易会的水果之一，曾获得第十届国际森博会金奖，
第十一届国际森博会优质奖，金华名产品等荣誉。

随着知名度增加，水仙洞蜜桔销路逐渐打开。在果园，
项喜宣夫妇边采摘边介绍，目前果园年产蜜桔近百吨，最多
的时候每天光自己就要采摘 1000 多斤，供往我市各大超市
和水果店，周末还有不少市民自驾游来潘坑赏秋，自助采摘。

事实上，水仙洞蜜桔只是花街镇众多特色农产品之一。
针对果业普遍面临的品种老化、易滞销等问题，近年，花街镇
引进了黄桃、李、葡萄、樱桃等水果的优势品种，还多措并举
监管种植环境，致力于通过打造绿色龙头产品，让农产品发
挥更强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

锦绣黄桃由上海农科院育成，主要集中在八字墙枫源村
一带和凤凰村，这种黄桃个头大、香味浓、甜度高，还和其他品
种的桃子错峰成熟，每年一上市就能迅速抢占水果市场，尽管
采摘期只有短短半个月，还是不断有市民挤时间驱车前来采
摘，有的还通过互联网销售走出浙江。

裘记农庄目前共有连片的流转土地 500 多亩，主要集中
在桃源、锦绣、上京岭等村，现种植桃树 2 万多株。该农庄也
致力于打响品牌“裘记水蜜桃”，让八字墙水果以高端姿态回
归大众视野，该农场水蜜桃同样主要供往各水果专卖店。

“花街镇山青水秀、植被完好，在水果种植方面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花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花街镇仍不遗余力
做好环保这篇文章，保障水果栽培环境优势。

目前，花街镇八字墙片区域有5间农资经营部，均可有偿
回收农业废弃包装物。同时，鼓励农户清理包装物，减少农
药废弃包装物乱丢乱弃及残留农药污染土壤、水源等问题。

花街镇还接连打出环境保护组合拳，通过蓝天保卫战、
五水共治、污染源治理等为打造美丽农场奠定基础，镇农办
尤其对八字墙水果种植区域开展不定期环境监测。由于监
管到位，再加上不少果农经过培训后，开始采用粘虫板、灯箱
等高成本但环保的除虫方式，无农药无添加剂，确保百姓买
得放心吃得安心。以水仙洞蜜桔为例，今年送检结果显示，
70 多项检测项目都未检出农药残留，项喜宣说，我们的桔子
连皮都可以吃，又香又甜。

结合“三服务”精准帮扶八字墙果业

青山绿水培育绿色拳头名品

水仙洞蜜桔喜迎大丰收

花街镇是工业强镇，也是农业大镇、水果之乡，水果产业
基础扎实，水果种植面积上万亩，人均种植面积超 1 亩，基数
庞大且问题复杂，尽管水果优质，转化成经济效益却较难。该
镇结合实际，通过持续开展“三服务”，帮助果农解决前期发现
的水果销售难、品种老化、规模经营少、管理不善、果农青黄不
接等常见问题，致力于扶持进而振兴水果产业。

今年桃花节，花街镇针对农产品销售难题“三服务”活动，策
划“桃园结义”水蜜桃树认领拍卖会。在裘记农庄认领拍卖现场，
市民认领拍卖后，参与桃树管理，给农场带来人气。

水蜜桃开始上市恰逢连续强降雨，裘记农场水蜜桃面临
采摘难、销路难问题，花街镇邀请市农业农村局、永康邮政等

部门共同把脉，找准销售点拓宽其销路。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全市博士大会成效，在外乡贤牵线

搭桥下，今年，花街镇在开展“三服务”时，多次邀请省农科院
专家，对八字墙区块各自然村进行农业产业规划和水果改
良，还召开农业产业振兴座谈会，提出“果业整体规划”设想，
即农业用地流转后分片种植。

目前，省市农科院等专家结合花街镇土壤、气候、环境特
点及原水果品种优劣势，了解各村种植意愿后，和花街镇政
府共同撰写《花街镇八字墙水果产业振兴规划（2019-2025
年）》，现已成稿。后续或将拟定补助政策补助，鼓励按规划
发展，让农户有勇气迎难而上。

整体规划水果产业助力建成水果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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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蜜桔
采摘高峰，将从 10
月 持 续 到 12 月
初。”花街镇下辖的
八字墙片区，素有

“水果之乡”美誉，
今年，该镇紧紧围
绕打造水果名镇目
标，继锦绣黄桃后，
又推出了特色农产
品水仙洞蜜桔。正
值采摘季，记者跟
随镇相关负责人现
场走访了解现状。

花街镇喜宣水果种植场线路图

种植场参加各类农业展览会

片片粘虫板保障蜜桔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