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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柿子是越来越好摘了，市

里的农技专家也常来培训。新柿树

个子不高，采摘方便，老柿树主要是

保证稳产。我们是鱼和熊掌都要兼

得，老树保留着，新树也在种。不

过你要是问我哪个口感好，我还是

选择老柿树产的果子。”在舟山镇

红柿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小东看来，政府层面对技术的支

持一直持续不断。20 多年来，技术

专家来了一批又一批，品种改良、

试错、调整也一直没有停歇，这一

切的背后就是希望能帮柿农增收

增产。

徐小东一边和打理柿子树的村

民打招呼，一边介绍起方山柿的试

错历史：“20 年前，这些柿农也是青

壮年，经历过方山柿种植的起起落

落。为了老百姓多一些收入，政府

也做了很多尝试，大家都是摸着石

头过河。”徐小东说以前有个村曾尝

试打造万亩方山柿基地，最后因地

势以及交通的缘故失败了。但失败

不代表着放弃，每个高光背后，肯定

铺满了勇敢的试错脚印。

“我倒不担心没人种的问题，你

这么想，如果柿子销路打开了，价格

上去了，一年能营收个十几万，那么

年轻人都会来种柿树。相比在外打

工，家门口就能赚到钱不香吗？”对

于柿农老龄化的共性问题，徐小东

抱有乐观的态度。

市林业技术和种苗推广站站长

应尚蛟也印证了徐小东的说法：“现

在有农户在搞规模经营，已经有了

一批‘柿二代’。只要柿子有市场，

就有人接班，老爸退掉,儿子接上

去。”应尚蛟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

柿农还是粗放式经营，他们认为小

富即安就够了，规模经营的主力军

依旧还要靠专业户。

对方山柿而言，品牌是面子，品

质是里子。为了从源头上提升方山

柿的品质，近年来，我市对方山柿品

种进行改良和提质，成功试验环剥、

断头、矮化等方山柿优质高效栽培

技术，为方山柿“强身健体”，促进柿

农增效增收。不仅如此，我市还与

多所院校展开科研合作，有效解决

方山柿成熟期集中的问题。除了定

期组织方山柿专业户外出考察学

习，市相关部门还常态化组织农技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实地为柿

农解决种植难题。

从青黄不接到精准造血

用方山柿打头阵，其他柿子品

种也紧跟而上，就会形成“1+1>2”

的整体效应，一柿兴到百柿旺的消

费新蓝海也就不再遥远。

应尚蛟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我

市早在 2009 年从日本引了个柿子品

种，当时它还在品种保护期，后来保

护期结束就大规模放开种植，现在我

市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

应尚蛟口中的日本品种就是太

秋甜柿。作为早熟且采摘期长的柿

子品种，太秋甜柿近年来在我市开始

规模化种植。虽然种植难度相对较

大，但林技推广人员克服了太秋甜柿

水土不服的难题，最终实现早产高产

的目标。

“最近几年，市里的专家老师来

得很频繁，他们指导我们种植投产

的太秋甜柿已经初现规模。它的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我市柿

子产业的季节性空白。”舟山镇大路

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任长

周说，这种“吃硬不吃软”的柿子，对

方山柿的销售不仅不会产生冲击，

反而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大路任村山坞自然村的柿子大

户俞德红这几天忙着给柿树施肥、整

枝。他种植了将近80亩方山柿和20

多亩太秋甜柿，是我市比较早种植太

秋甜柿的那批人。俞德红向记者坦

言，太秋甜柿的管理难度确实比方山

柿大，前者的树枝比较脆，且果实成

熟后没有涩味，容易被鸟和野猪偷

吃。但是太秋甜柿的经济效益更好，

去年他家的太秋甜柿批发价为 30 元

一公斤，而零售价能卖到 40 多元一

公斤，比方山柿高出不少。

然而即使太秋甜柿给俞德红带

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他也没有继

续扩种的打算。“方山柿是永康特

产，外面种不了，种出来的口感跟我

们这儿比不了。太秋甜柿哪都能

种，种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没有地

域性优势，所以我肯定还是以种方

山柿为主。”俞德红说。

给方山柿把脉了大半辈子的应

尚蛟表示，由于经营成本不断升高，

方山柿种植面积可能会逐步萎缩，

未来真正持续管理维护的可能只有

2000 亩左右。但它作为经典产品的

特色依旧会保持，只要深加工这一

块跟上，农户照样能增收。“从方山

柿一枝独秀，到多品种抱团出击，大

力发展其他品种柿子也是促进我市

林农增收致富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应尚蛟说。

从他山之石到为我所用

一面是鲜果的知名度在全国范

围内有限，一面是产业链条不完善，

作为一张永康水果的“金名片”，方山

柿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

“相较于其他地区大规模、集约

化的柿子种植，方山柿的种植规模仍

然太小。”我市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在

种植规模有限的情况下，方山柿应该

走品牌化、高端化、精品化路线，用精

品果去打市场，并且充分挖掘现有老

柿树价值，打造老柿果品牌。

今年 67 周岁的任振韶和方山柿

打了20多年的交道，种植了100多亩

方山柿和 20 多亩太秋甜柿。老客带

新客，新客成老客，任振韶创立的自

主品牌“四十四坑”已经小有名气不

愁销路，甚至有不少来自东阳、杭州

等地的客户在微信上找他订购。去

年柿子季期间，他家光寄往杭州的方

山柿就有上千箱。

不仅有品牌，“四十四坑”方山柿

采用分级销售、礼盒包装的销售策略，

去年最贵精品果卖到了60元一盒。

目前任振韶的方山柿鲜果和深

加工产品的比例为 4：1 左右。深加

工产品主要有柿饼、柿切、柿子酒、柿

子醋，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比鲜果

低。“一些小农户不会投入太大成本

购买烘干机等相关设备，像柿饼这种

产品基本是靠太阳晒。天气不好，柿

饼的质量就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品控

不是很稳定。”任振韶说。

在次果利用率不高和深加工难

以标准化之下，舟山镇在建的方山柿

冷链保鲜仓储中心项目似乎成了关

键一招。“方山柿往深加工的方向走，

是大势所趋。虽然我早就在做深加

工产品这块，但真正推动绿色农产品

精深加工转型升级，必定需要政府出

马，这样种植散户才能获得更多的收

益。”任振韶说。

虽然方山柿卖得不错，但在任振

韶看来，这并不代表方山柿真正走出

去了：“很多外地的客户说白了就是

在外经商工作的永康人，他们自己吃

或者送人会选方山柿。这就跟永康

肉麦饼一样，名气已经挺大了，但在

外购买的主力军依旧是永康人。”

从深加工到“链”出好“钱”景

丰收文旅活动周办了，农展会推销了，全国人大代表吆喝了，柿农最
终受益了，方山柿迎来了最受瞩目的时代。

酒香不怕巷子深，好味自然引人来。方山柿看似“皇帝的女儿”不愁
嫁，但欣喜之余，我们亦需思考，好果子虽然很抢手，剩下品相较差的果子
怎么办？这是方山柿避不开的第二道考验。

十字路口的小柿子何去何从
高光背后永康方山柿产业的冷静思考②

记者在采访回来写稿的时候，

只要想到新的问题要补充，就会忍

不住多次电话联系受访者。最长的

一次，因为一个小问题，双方聊了50

分钟，挂掉之后，手机都有些发烫

了，但思绪却又上了心头。

任振韶觉得，目前方山柿田块

分散太难打理，要想走得长远，还

需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应尚蛟则认

为，方山柿种植面积的萎缩从大方

向来讲是不可逆的。即便是截然

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背后却是这群

人对方山柿的喜爱和探索。正如

他们所说：“可能方山柿无法真正

地走出浙江，但只要有永康人在的

地方，它就会一直在。”对永康人来

说，方山柿不仅仅是一种特产那么

简单，更是他们专属的乡愁记忆。

所有的未知终归能充满惊喜，

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依旧在于

人。人定胜天的勇气可以有，但更

需要的是客观面对现实。正所谓

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具体落地到

终端消费市场时，消费者的反响怎

么样，方山柿还将面临哪些考验？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好“柿”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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