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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芮函

□ 本报记者 龚成钰

陈皮，是一种芸香科植物橘及其

栽培变种后干燥成熟的大红柑果皮。

广西民间更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

陈皮胜黄金”的传说。浦北县种植大

红柑高达每亩每年3万元~5万元的净

利润，其“药食同源”的特色属性，更加

让陈皮全产业链的发展大有可为。

民间“老树陈皮”红红火火

金秋时节，依然是骄阳如火一般

的八桂大地，正是各种农作物和水果

丰收的季节。本报记者循着浦北“老

树陈皮”之名，在绿水青山间，探寻陈

皮带来的“金山银山”。

走进浦北县龙门镇金浦龙茶业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阵阵柑橘的清

香和果酸味扑鼻而来，厂区里摆满了

一筐筐刚摘下来等待清洗的青绿色小

柑橘。

“这叫小青柑，是大红柑的第二收，

主要用来做柑普茶，现在正是小青柑采

摘制作的季节。其实，大红柑一年可以

收八次，分别是胎柑、小青柑、自然落地

果、大青柑、二红柑、二次落地果、大红

柑和果肉、果核。”龙门镇党政办主任吴

鹏手里拿着一颗小青柑，一边闻，一边

如数家珍地做着科普，“目前在做的柑

普茶是先把小青柑开皮，挖出果肉后晾

干，填入熟普茶，杀青后再接着晒，晒5

天～7天就可以了。”

来到主加工区，小青柑自动清洗

机的不远处，工人们三两人一组，每人

身边都放着一筐小青柑，他们坐在小

凳上，你开完皮、我来剥果，非常熟练

地各自忙着手中的活儿。

金浦龙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符敬森

介绍说，公司用工有季节性，淡季用工

40人～50人，7、8月旺季开始，用工

就有200人左右，持续半年，基本是附

近的村民。工人计件算收入，平均一

个月3000元～4000元。公司去年产

值加上外贸订单已经超过了1亿元，

产品大部分都按原料出售，每年有几

十万元的税收，淡季的时候，他们也会

做一些陈皮的附加产品。

走出生产车间，一排排的晾晒架

上摆满了正在晒太阳的小青柑。“这么

好的天气，晒出来的柑普茶，都有一股

太阳的味道，和烘干的相比别有一番

风味。”吴鹏又随手拿起一颗已经填满

了茶叶的小青柑，一边闻着，一边分享

自己的感受。

来到浦北陈皮产业园内，同样在

加工小青柑的浦北柑宝龙陈皮茶业有

限公司，又是一派忙碌的景象。放眼

望去，工厂里老少工人皆有。

记者一进生产车间，注意力就被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吸引。和老人

闲聊时得知，老人名叫吴伟，来自周

边的平垌村，今年已经75岁了。老

人说：“我来这里开皮，一个月能赚

3000元，一天能做15筐呢！”只见他

一边闲聊一边娴熟地将一颗小青柑

放到手动开皮机上，按下机器，“嗒”

的一声，果皮分成了三瓣，开皮工作

就完成了。

开完皮的小青柑到了旁边剥果

肉的村民孙世姑手中，她拿着一个类

似勺子的工具，手左右晃几下，小青

柑瞬间就成了一块不带一丝果肉的

柑皮。孙世姑边挖果肉边告诉记者：

“我今年快50岁了，家在林塘村，老

板来村里招人，我就过来打工。做了

10多天了，都是当天结算工资，一天

能挣120元。”

在这个车间里，不仅有吴伟、孙世姑

这样的中老年人，还有许多年轻的面

孔，有利用假期来帮父母赚钱的学

生，大多数是附近村里留守的中青年

女性。

从荒凉到繁荣的巨变与期待

走在浦北陈皮产业园中，只见不

少企业厂房林立，金浦龙公司扩建的

生产车间也即将完工。园区附近建

有龙门镇中心幼儿园、龙门镇中心小

学、小型超市等配套设施，据说是为

了方便附近的村民能够安心在“家门

口”就业。

钦州市陈皮产业发展工作专班

办公室主任、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钟

乾堂感慨地说：“从近两年的建设情况

来看，特别是今年，陈皮产业园建设真

的是突飞猛进，过去就只有4栋标房，

很荒凉，只有一条路，还不通。”

据了解，为加快推动陈皮产业发

展，钦州市和浦北县在2022年成立了

工作专班，规划建设浦北陈皮产业园，

并于同年8月23日开工。

钦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

记、市陈皮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主任

覃天卫表示：“钦州市和浦北县要建设

好陈皮产业园，打造重要的中国陈皮贸

易集散中心、精深加工基地、文化体验

窗口，这是浦北陈皮产业园的定位。”

据钦州市发展改革委工业科科长

劳力介绍，自2023年以来争取了2.11

亿元专项资金，推进陈皮产业园项目

设施建设，现已建成了包括企业自建

的标准厂房18栋，园区内已进驻企业

12家，其中7家已投产，建成广西供销

陈皮公共仓、进园大道、景观大道以及

配套供水供电网络、排水排污等设

施。陈皮文化体验馆、陈皮商业街、专

业交易市场、陈皮人才公寓等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

“由于资金、政策等原因，计划建

设陈皮康养旅游目的地还没能完成，

许多项目规划也还没有落地。下一步

将争取更多上级资金和政策，希望自

治区层面也给予更多支持，推动产业

园发展。”钟乾堂聊起产业园的建设，

语气中充满了期待。

“扁柑之乡”的机遇与困扰

记者走进浦北陈皮博物馆了解

到，浦北自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种植柑橘

的传统，素有“扁柑之乡”的美誉。从圆

枝柑、驳枝柑等到如今的大红柑，大山

里70多年的大红柑老树，成就了如今

的浦北“老树陈皮”品牌。浦北人制作

和收集陈皮的习俗代代相传，延续至

今，形成独有的传统制作技艺，并入选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陈皮博物馆柑浦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车间内生产线井然有序，工人们

身着统一的工服。柑浦堂公司总经理

陈能浩介绍：“我们公司在加工方面，

生产标准化贯穿整个加工作业链条；

设施也实现现代化，以现代化、全方位

烘干为核心的干仓陈化技术，更好地

为入仓陈皮提供专业仓储保障；管理

更加规范化，配套经验丰富的技术管

理团队，对生产各环节进行管控。”

同时兼任浦北县陈皮协会会长

的陈能浩告诉记者，农夫山泉与本地

企业合作，收购小青柑生产“东方树叶”

青柑普洱，每年需求干青柑皮1000多

吨。但由于浦北县产能不足，在小青柑

丰收的两个月内只能提供500吨左右。

陈能浩表示，在农夫山泉收购的

推动之下，企业十分重视农药残留。目

前，金浦龙和柑浦堂每年要投入100多

万元对指定农户进行喷洒农药的管控，

常年派人下到农田规范农民的种植。

他希望政府能在农药残留的检测与标

准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和帮助。

亟待挖掘的价值与产业链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

黄金’。陈皮越陈越佳，年份越长价值

也越高，这是陈皮的独特魅力，所以陈

皮的储存十分重要。”浦北县陈皮产业

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张良基介绍。

他说：“浦北陈皮属于广陈皮，取当

地大红柑成熟果实的果皮，晒干或低温

烘干后，经过3年陈化才叫陈皮，而陈

化时间未满3年的叫果皮或柑皮。”

据了解，年份不同的陈皮或柑皮

都分开储存。走进储存柑皮的房间，

空气中的果香浓郁，让人有一种清新

舒畅的感觉，也多了一股岁月沉淀的

陈香味，在这些房间稍作停留，记者的

鼻塞似乎也变得通畅了许多。

据了解，这里目前储存了一些农

户和企业的陈皮或柑皮，大多数种植

农户还是选择自己储存。张良基表

示，下一步将引导农户更加规范地储

存陈皮。

浦北陈皮智能公共仓则更加智能

化。张良基介绍，这里能够实现对陈

皮储存的精准管理，装有多个摄像头，

利用物联网技术对温度等实行检测和

控制；建立溯源管理系统，追溯陈皮的

产地、采摘时间、加工过程等详细信

息，确保陈皮的品质和安全。这里存

放总量也只能达到20万斤，由于资金

等方面的原因，陈皮智能化仓储还没

能实现规模化。张良基希望未来能够

获得自治区和钦州市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进一步扩大收储规模。

陈皮产业展示大厅是浦北陈皮

产业的缩影。一系列陈皮衍生产品

展示专柜映入眼帘，陈皮酒、陈皮醋、

陈皮月饼、陈皮花生、陈皮饼、柑普茶

……一系列“陈皮+”衍生产品错落有

致地陈列着。陈皮饼在广西举办的

2022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大

赛中荣获铜奖。小小陈皮竟能衍生

出如此多的产品，其中蕴含的价值不

言而喻。

据了解，浦北加强与广西特色作

物研究院、广西农科院等院校的合作，

以科研创新为陈皮产业发展赋能，浦

北陈皮现已列入“广西中药民族药产

业科技专项项目”。鼓励企业强化“陈

皮+”产品研发，推动陈皮产业与小江

瓷、茶叶、食材、编织等本地特色产业

融合发展。在浦北的餐馆里，能看到

陈皮排骨、陈皮鸭汤等陈皮菜品，各企

业也成功研发出40多种“陈皮+”衍生

产品。

尽管当地政府采取了诸多举措，

但陈皮附加产品加工企业产能规模依

然较小，陈皮产业链延伸不足、创新力

度不够等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

“金果”闪烁在绿水青山间

第二天，在淅沥的小雨中，记者顺

着弯曲绵延的山路，前往大红柑主产

区之一的浦北县龙门镇林塘村，路两

旁的山坡上种满了大红柑树，在这绿

水青山之间深呼吸一口，果树的清香

扑鼻而来，似乎全身都舒畅了。

记者来到林塘村村支书容家良的

家中，只见门前有几棵野生山竹树，周

边种的都是结满了果实的大红柑。

容家良介绍说，林塘村总共有

2537人，有537户，基本每家每户都

种有大红柑。村子总共种了7000多

亩大红柑，今年可能突破8000亩。他

家也种了10亩大红柑，每亩地能种70

棵左右，种一棵树一年成本是35元，

雇人就是 50 元，每年亩产鲜果约

5000斤～8000斤。去年，林塘村靠

大红柑种植产值超亿元，因此成了“亿

元村”。容家良高兴地说：“我们村今

年的产值可能不止亿元。”

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大红柑的采

收过程：“从4月到第二年1月都有收

成。4月～6月摘胎柑，一般是在新种

树苗的前两年，为了疏果摘掉这些小

的，让果树以后长得更好；7月～9月

摘小青柑，做成柑普茶；9月～10月摘

青皮柑，做青皮茶；10月～11月摘二

红柑；12月到第二年1月摘大红柑，用

来做陈皮最合适，因为靠近冬至，也叫

冬至皮。”

谈及林塘村的“发家致富史”，容家良

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开始

种大红柑，那时候卖商品果。2005年，

有人来买大红柑果皮，而且果皮价格一

直涨，从 2005 年 7 元/斤一直涨到

2014年的90元～100元/斤，最高的时

候卖到130元/斤，村民就开始大量种

植大红柑卖果皮，2022年，开始发展陈

皮产业。”他还说，现在大红柑种植也吸引

了好多出去打工的人回来，村民孙德光

正是返乡种植大红柑的村民之一。

交谈间，来到了村民孙德光家崭

新的自建房里。孙德光告诉记者：“我

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广东打工，年

纪大了，打工也难。看到村子里好多

人都靠种植大红柑赚钱了，就回到家

乡，种植大红柑。”

“我现在种了60多亩大红柑，主

要是人工成本，除去这些一年收入有

100多万元。”孙德光说，“以前卖了果

皮，果肉都是当肥料或者丢在路边，但

是去年我的果肉已经全部卖到北海一

家做饮料的企业，还赚了一点钱。”

孙德光还分享了他的未来规划：

“我想把规模扩大一点，就贷了政府提

供的‘陈皮贷’，有了本金，用来收购其

他村民的果皮，再统一卖出去。明年我

计划把种植面积扩大到100亩左右。”

林塘村里像孙德光一样的种植户

正规划着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

山”。据悉，浦北县的种植户已经基本

实现致富，数百家加工企业和小作坊

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多举措推动陈皮产业发展

相比众多农民早已种植多年大红

柑，浦北县近几年才开始重视陈皮产

业，导致现在一边是企业丰收忙碌、村

民增收致富的光景，一边是陈皮产业

发展刚起步、亟需各层面更多重视和

支持的困局。

据覃天卫介绍，自 2022 年发掘

陈皮的价值后，浦北县在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关怀指导和钦州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百亿元产

业”目标，把陈皮产业作为“一县一

业”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和富民增收

支柱产业进行培育，制定出台《浦北

县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

案（2022—2026年）》，按照“一轴两

带三集群”的总体布局，对全环节进

行详细规划，打造百亿级陈皮产业。

但大红柑也面临着来自大自然的

威胁——黄龙病。钦州市水果产业发

展中心主任黄海斌形象地把黄龙病比

作大红柑的“癌症”。他说：“黄龙病通

过柑橘木虱传播，这种木虱最高能飞

2.6米，必须及时防治和杀灭木虱。”

截至目前，钦州市共建立柑橘木

虱监测点16个，发布柑橘黄龙病相关

病虫情报15期，开展柑橘木虱防治

11.88万亩次。

优质种苗是整个产业的源头，也

是防控黄龙病的起点。为保障种苗质

量、确保陈皮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钦州

市财政局整合衔接资金680万元，联

合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建成三合镇、江

城街道2个大红柑无病毒苗圃基地

100亩，年产无毒优质柑苗200万株。

浦北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皮

专班主任陈柏说：“这是全国第一个大

红柑无毒苗圃，但由于资金、政策以及

重视程度有限，规模难以扩大，远远不

能满足需求，只能满足2万亩左右的

种植。”

在加工方面，除了附加产品，品牌

和标准化也要加快建设。浦北县通过

注册区域公用品牌“浦北陈皮”、申报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措施，培育

了供销三冠、柑普堂等一批具有品牌

影响力的企业。

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广科科

长陈胜介绍：“我们推进浦北陈皮发展

标准体系建设，按‘链条式’制定育苗、

种植、加工、仓储等一系列标准，颁布

实施《小青柑含茶制品生产技术规程》

《浦北陈皮》等7项标准，以规范化、标

准化推动陈皮品质提升，以标准保质

量、保口感。”

除此之外，陈皮产品的溯源更是

现代食品类产业的重中之重。钦州市

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宁海介绍，钦州市

融媒体中心打造产业大数据平台、农

特产品可视化溯源平台及产业销售平

台，2022年投入100万元资金，在钦

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建设数字

经济服务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和销售

以及对农户进行技能培训。目前已接

入农业农村局第一批数据运行，初步

实现一个大屏看全市，计划利用“数字

融媒+5G+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

术，将陈皮全产业链数字化形成一套

完整的产业大数据平台，实时视频检

测和采集生长数据、气象数据和土壤

及病虫害数据。

同时，宁海也表示，溯源建设还存

在诸多挑战，100万元资金就是杯水车

薪，远远无法实现对陈皮产品的全产业

溯源，希望自治区党委、政府和钦州市

有关部门能够多给予支持。

在探寻陈皮之旅即将结束之际，

覃天卫说：“讲陈皮话、做陈皮事、干陈

皮活、发陈皮财，这是陈皮产业的发展

目标。下一步，钦州市及浦北县将持

续夯实种植基础，加快陈皮产业园项

目建设，持续深化品牌升级，把陈皮产

业做大做强。”

□ 覃天卫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

出“发挥广西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

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让更多‘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

大江南北”，这为钦州打造百亿级陈

皮产业指明了方向。

钦州聚焦自治区“10+3+N”现

代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目标，以“一天

也不耽误”的精神做好陈皮种植、加

工、交易、品牌等文章，力争到2026

年把陈皮打造成为百亿级产业，以产

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钦州市委、市政府不断挖掘浦北

县大红柑树种植历史悠久的优势，坚

持“一盘棋”统筹谋划，围绕浦北陈皮

辐射种植至灵山县、钦南区、钦北区，

实现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有效引领，全

力以赴将陈皮产业做大做强。目前，

全市大红柑种植面积达到17.6万亩，

浦北陈皮产值从2016年的不足4亿

元增长至2023年的超40亿元，陈皮

产业产值超亿元村5个。

钦州始终坚持加强对产业发展

的组织领导。将陈皮产业发展列为

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及时成立市、县

两级陈皮产业发展工作专班，每年研

究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以任务清

单为抓手分解落实到单位，形成工作

有目标、落实有制度、任务有人抓的

工作格局。同时，浦北县成立陈皮产

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工作领导小

组并设立正科级的陈皮产业发展中

心，统筹指导大红柑无病毒种苗繁

育、规范化种植以及陈皮加工、品牌

建设等工作。先后出台《钦州市“一

县一业”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浦北县陈皮产业高质量

发展五年行动方案（2022—2026

年）》，围绕目标任务、产业布局、重点

工作、扶持政策、保障措施等内容，科

学谋划浦北陈皮产业发展的路线图

和时间表，聚力将浦北陈皮产业打造

成钦州优势特色产业。

钦州以产业化理念和工业化思

维持续聚焦特色品牌打造和产业深

度融合。聚焦主导产业建链。积极

开展“桉退柑进”“引柑上山”等行动，

认真做好“大路苗”整治和科学处置

病树等黄龙病防控工作，加快推进大

红柑示范种植基地建设，成功打造全

国首个大红柑无病毒苗圃基地，从源

头实现安全种植、标准化种植。发展

加工流通补链。建设集种植、加工、

收储、鉴定、研发、物流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陈皮产业园区，打造“大基

地+大加工+大科技+大融合+大服

务”五位一体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格

局，形成果、药、食、茶、健、文旅融合

发展。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

构、第三方实验室合作，组建广西陈

皮产品研发中心、广西陈皮种质资源

库、博士工作站，研发“陈皮+”药食同

源系列产品。六堡小青柑、陈皮月

饼、陈皮醋、陈皮酒等产品和“陈皮+

坭兴陶”产品先后生产上市。申报

“浦北陈皮”国家地理标志商标，链条

式制定育苗、种植、加工、仓储等系列

浦北陈皮发展标准，完成《浦北陈皮》

《浦北青柑茶》等7项标准，以规范

化、标准化推动陈皮品质提升。

2023年，浦北大红柑获得绿色食品

认证10个，“锦胜如”等5个产品获得

香港“优质正印”认证。

推动乡村振兴，就要不断提高村

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

解决好农村产业和农民“家门口”就

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

收、安居乐业。钦州按照“一产接二

连三”的发展思路，采取“公司+基

地+科技+农户”“专业种植大户+基

地+农户”等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打造

百亩以上大红柑种植基地240个，引

导农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科学谋

划浦北陈皮产业“产供销”一体化服

务，为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免费果苗

和肥料扶持、柑果收购、加工、储藏等

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产业带动就

业，围绕种植、清洗、加工、仓储等各

环节，现有陈皮及延伸产业链企业

120多家，从事大红柑种植和加工的

群众达2万多户，带动7万多农村劳

动力实现就业，有陈皮百万元户285

户，群众从陈皮产业中“处处能增收，

户户露笑脸”。

（作者系广西钦州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市陈皮产业发展工作专班

主任）

打造广西百亿级陈皮产业 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探访小果皮背后的“药食同源”大产业
广西浦北县陈皮种植加工厚积薄发，政府引领助推高附加值产业升级

工人在晾晒小青柑 陆桂良 摄

2024 年 9 月 22 日，浦北县陈皮（青皮）加工、小青柑技能擂台赛“装茶”

比赛现场。 黎赞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