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6 

Agricultural Science 

常山县农产品推广的研究和探讨(以常山胡柚为例) 
 
郑湾湾  汪丽霞 
常山县农业农村局 
DOI:10.32629/as.v3i1.1753 
 
[摘  要] 常山胡柚原产于我县青石镇胡家自然村,是酸橙与柚天然杂交而成的变种,栽培历史悠久,本文主要对我县农产品销售推广现状做了调

研,现以常山胡柚为例,下文将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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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地处浙江省西部、金衢盆地西部、钱塘江源头地区,周边环绕黄

山、三清山、龙虎山、武夷山、江郎山等五大名山,坐拥“绿水青山”的

天然地理优势。常山胡柚全身是宝,富含黄酮类等活性物质,味甜、酸、微

苦,风味独特,是一种集营养、食疗、美容、保健于一果的功能性水果,是

药食同源的天然保健食品。 

1 生产规模现状 

到2018年底,全县胡柚面积已发展到10.5万亩,年产量达12万吨,全产

业链总产值达10亿元,带动农民增收2.7亿元。衢枳壳原药材产量6248吨,

胡柚籽产量1100吨,产值1.5亿元。目前,全县已经建成国家标准果园2个

(江家畈、太公山),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1个(江家畈),创建胡柚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2个(东案乡、青石镇)。建成胡柚精品(优质)果园基地13个、

优质果园10个,培育衢枳壳主体10个。全县拥有常山胡柚农业龙头企业64

家,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天子、爱佳),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1家,

精深加工企业12家。近年来,常山胡柚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升,加大规模

化、标准化、精品化、设施化等建设,至目前我县已建立胡柚规模化基地

2.5万亩,其中建成胡柚出口备案基地1.5万亩、1.1万亩省级胡柚产业示范

区1个；开展以拜肯生物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胡柚全程社会化管理1.6万亩,

推广病虫害生态绿色防控、增施优质有机饼肥、打孔深施肥、精细修剪等

精准化技术,提升胡柚品质,农药实现零残留等质量安全水平。 

2 市场情况及存在问题 

这几年依托网购平台,推广“电商+基地”、“微商+基地”等模式,全面

铺开胡柚网上销售,共发展胡柚网店300多家,产品远销国内各大城市,电

商销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8年胡柚电子商务销售约3.6万吨,其中1月

份“年货节”,仅3天时间就销售胡柚3万余件,共计108吨；又如常山县麦

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天猫商城建立的常山胡柚天猫旗舰店、良柚家旗舰

店、麦柚旗舰店,胡柚鲜果日销售达2000箱,年销售量达200多万斤,年销售

额达1000万元。 

常山胡柚销售以西南、南方和华北市场占主导地位,东北市场和出口

贸易占比较小。对10家相关的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调查表明,部

分企业在上述地区都已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其中3家进入大型超市,2

家以集团消费为主,2家以边贸为主,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和销量。 

胡柚销售存在问题： 

2.1果实品质一致性差,影响美誉度和市场知名度 

常山胡柚优点是汁多味浓、风味微苦独特,耐贮耐运、适应商品化处

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品质差异大、前期果实偏酸,后期易枯水。胡柚通

过初加工可以做到外观统一、包装精美,但优劣常山胡柚风味差距大,内在

品质难做到一致,并且部分主体从外县市收购劣质胡柚冒充常山胡柚打入

市场,影响常山胡柚的美誉。 

2.2农业龙头企业实力偏弱,带动作用不强 

大部分企业(合作社)从事胡柚初加工和销售,规模小、实力弱、质量

市场意识淡薄、合作意识欠缺,生产加工销售行为没有长远规划,对柚农的

凝聚力不强,缺乏带动作用强的农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设施化、规模化、

标准化建设滞后,商品化处理的技术支撑不强,市场销售开拓的后劲不足,

难以在消费者心中形成持久的美誉度。 

2.3区域公共品牌不响 

虽然常山胡柚已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原产地域保护产品,2017年

荣获浙江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已有了一定的品牌优势和产地形象,

但基地建设的滞后、品质的差异性还较明显、行业协会对市场缺乏有效引

导与监控管理,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离打造响当当的区域公共品牌还有

一定的距离。 

3 扶持政策 

常山胡柚政策主要是根据《关于印发常山胡柚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的通知》(常政发[2017]60号)文件来执行。 

(1)扶持精品基地建设：对我县新发展和高接换种胡柚新品种基地给

予补助,对新流转胡柚园地、成片淘汰柑桔园按照政策给予补助,对发展观

光农业的投资主体建设钢架大棚、玻璃温室等设施给予相应补助。 

(2)推进企业深加工发展：鼓励企业在国内主板上市,鼓励企业技术改

造,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对衢枳壳药材生产、加工、流通规范化生产奖励。 

(3)大力推进品牌营销与文化建设：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胡柚文化

节及对外推介宣传活动,对省会城市新开设的常山农产品(常山胡柚)专卖

店给予补助,对新申报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奖励,

对获得各级著名商标、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4)支持三产融合项目建设：对实施胡柚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三产融

合发展项目、衢枳壳产业化开发项目等给予补助,对发展农旅结合建设胡

柚主体公园、胡柚文化保护发展的给予一定奖励。 

(5)要素支撑支持：发挥国有农业公司平台作用,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

持,鼓励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优先安排农业设施审批,工业用地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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