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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未到胡柚成熟的季节，不少柚农已经赚得今年的“第一桶金”。

常山鸿春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鸿春正忙着将收来的200吨胡柚青果

进行筛选、切片、烘干，卖到中药材市场，再加工成“衢枳壳”销售。

今年，当地胡柚小青果干片总产量预计超过6000吨左右，按每公斤22元

计算，小小胡柚青果造就了亿元共富产业。

从青果加工到鲜果销售，再到胡柚汁、胡柚膏、胡柚果脯等胡柚衍生品。

近年来，衢州市常山县深入落实“一县一链”机制，坚持紧抓“一只果”不松懈，

以系统思维，创新打法，充分挖掘胡柚多重价值，在产业规划、政策导向、要素

配套上深耕发力，将胡柚“吃干榨尽”，走出了一条全要素链、全产业链、全价值

链融合发展之路。《深化胡柚全产业链增值化改革 推动“一只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入选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最佳实践案例”。

常山全面深化胡柚全产业链增值化改革

““一只果一只果””托起共富梦托起共富梦
葛锦熙 赵璐洁

从鲜果销售
到做强精深加工

在常山县新都工业园区，浙江柚香谷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柚香
谷公司”）年产值 45 亿元的智能灌装生产
线正在如火如荼的加紧生产。

“胡柚与香柚激情碰撞，成就了双柚
汁网红名品，市场一直供不应求。”柚香谷
公司董事长宋伟说，在政府的帮助下，公
司及时解决用地难题，火速落地新项目，

投产后，日产达 30 万箱，能有效解决公司
的产能瓶颈，为公司在 2025 年实现 50 亿
元产值、2027 年实现百亿元产值提前布
局。

柚香谷公司 14 年的发展史，浓缩了
常山胡柚产业链逐步延伸的艰难历程。
走进柚香谷公司产品展示厅，饮品、香氛、
面膜、洗手液等 30 余款产品一字排开。
从最初的“鲜果独大”到柚子茶、果脯等产
品同质化竞争，再到如今果汁畅销，柚香
谷公司以深加工为抓手，一路探索着产业
链延伸新路。

如今常山胡柚已开发出“饮、食、健、
美、药、香、料、茶”八大类100余种产品，涌
现了近20家精深加工企业，果品深加工占
比已达45%，带动鲜果收购价增长70%。

产业链延伸带来的牵引效应在逐步
放大。在天马街道天安村，满山满坡的香
柚林一眼望不到边。这是柚香谷公司与6
个乡镇（街道）26个村合作共建的香柚“共
富工坊”，目前种植面积已达 1.2 万余亩。

“共富工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增收，还有
150 余名村民长年在此务工，加上季节性
用工，每年发放劳务工资达2000余万元。

“从1到8的裂变效应把一只果‘吃干
榨净’。”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兴良
说，“仅小青果一项就可带动农户每亩增
收近1100元，‘无中生有’催生了一个超2
亿元的产业。”

从靠天吃饭
到靠科技要产量

来到同弓乡金川源村的常山胡柚种
苗繁育中心，6 个巨大的胡柚智能化育苗
大棚依次排开，7 万株胡柚种苗茁壮成
长。

种苗繁育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传统的
育苗方式是“靠天吃饭”，而在育苗中心
里，200 多套与光照、空气、土壤等相关的
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控各项指标，为选苗、

育苗提供技术支撑。“我们以成本价将优
质种苗供应给全县种植户。截至目前，已
累计培育优质种苗 120 万株，全县良种覆
盖率达95%。”

同样运用智能化手段科学管理的还
有位于青石镇飞碓村的共富果园。在该
村乡村振兴综合体里，一面巨大的屏幕正
通过传感器、小气象站、土壤监测等远程
监控设备，实时掌控共富果园里胡柚生长
的相关数据。

飞碓村有胡柚 1421 亩，但基本是散
户种植。2021 年，常山两山合作社通过
集中收储农户胡柚林，打造规模连片、智
能管控、绿色高产的精品胡柚种植基地。
目前，像飞碓村这样的共富果园全县已有
8个，种植面积3000亩。在这种模式的示
范带动下，反光膜、胡柚专用肥、无人机飞
防、富硒叶酸栽培、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
技术已在全县推广。

这些变化源自政府对技术、人才等关
键环节的高度重视，推动胡柚产业从传统
低效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型，并将产业
链培大育强。

从被动到主动的
顶层设计

每年三四月份，是胡柚口感最好的时
候，也是常山县农业服务中心 3 万立方米

冷库最忙碌的时候，工人们将一箱箱胡柚
搬运出库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常山县农投集团投资发展部经理江
君君介绍，该冷库由农投集团投资建设，
专门提供仓储服务，解决众多中小经营主
体“想干干不了、干了不划算”的难题。胡
柚旺销，对检测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集
团还配套建设了农产品检测检验中心，实
现了从出库到外销的无缝衔接。

资金是支撑产业成长、确保产业链稳
固的关键要素之一。常山县通过统筹财
政资金、创新金融服务、吸引社会资本等
方式，整合资本要素，为产业固链提供支
持。

针对胡柚经营主体融资贷款难问题，
常山县“两山合作社”运用承诺收购、转让
返租等方式，为难确权、难抵押的主体增
信，推出“生态贷”“胡柚贷”“邮柚贷”“低
温气象指数保险”等金融产品。据了解，
常山今年预计实现“胡柚贷”“邮柚贷”信
贷支持 0.3 亿元，产业基金授信 3 亿元以
上。

2021 年，柚香谷公司面临资金缺口，
常山“两山合作社”以 2500 万元收购了该
公司 30 万株香柚树后，又返租给企业经
营，为企业发展注入了资金“活水”。企业
随即购置了一批新设备扩大产能。当年，
该公司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4 倍以上，
2022年销售额突破4亿元。

胡柚又称金柚，在常山已有 600 多年
种植历史。这只百年胡柚如今已成了金
灿灿的常山“城市封面”，“一切为了 U”的
城市品牌更是家喻户晓。金柚正成为常
山人的致富“金果”。

（图片由常山县委宣传部提供）

常山县城俯瞰图

常山县太公山胡柚种植基地
柚香谷公司“宋柚汁”生产线

桐乡擦亮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周正来

桐乡擦亮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周正来

走进嘉兴桐乡市白荡漾生态湿地公
园，一片片精心排布、种满芦苇的土墩
映入眼帘，一群白鹭、灰鹭等在芦苇丛
中自由飞舞⋯⋯如此美景，让人不禁赞
叹：好一幅“青天不动墩浮水，鸥鹭翔空
漾生云”的写意画。而在几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沼泽地，如今已如同装着生态

“净水器”的巨大“水缸”，今年以来，这
片 水 源 地 出 水 水 质 稳 定 在 Ⅱ 类 及 以
上。

沼泽地变水源地，靠的是改革创新
的巨大推力。近年来，桐乡以壮士断腕
的勇气，向环境污染宣战，让“天蓝、水
清、地绿”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在日前公布的上半年嘉兴
生 态 环 境 公 众 满 意 度 调 查 中 ，桐 乡 以
87.03 分位居嘉兴第一，较 2023 年上半
年 提 升 1.32 分 。 其 中 ，“ 知 晓 度、满 意
度、信心度、获得感”四个维度均列嘉兴
首位。此外，桐乡先后五次荣获美丽浙

江考核优秀市、四次夺得省“五水共治”
大禹鼎。

发力治水，桐乡新招频出。桐乡在
全省率先实施镇级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开启镇域“系统推进、权责对等、结
果约束、合理补偿”的治水新路径；携手
南浔、德清、吴江成立长三角首个两省
四县联合河长制工作室并在乌镇挂牌；
另外还创新推出“行政、民间、空中”三
长联巡，形成跨界河湖联防联治新机制
等。

狠抓源头治水。今年以来，桐乡进
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巩固工业园
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攻坚行动，开展
全域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业园区入河排
污口溯源工作，完善交接断面“一点一
策”治理方案，强化溯源分析，以绿色指
数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一汪碧水，映出美丽桐乡。沿着桐
乡市大麻镇海华村的网红打卡点“十里

海卸路”一路向前，便是一处开阔的湿
地公园水云乡洲，各种水鸟在浮岛上悠
然觅食，湖水、游船、小桥、草地相映成
趣，吸引游客无数。碧水长天之间，呈
现出一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生态风
景画卷。今年 1 至 8 月，桐乡 13 个市控
以上监测断面水质Ⅲ类至Ⅱ类水占比
100%，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考
核优秀，白荡漾饮用水水源地出水水质
稳定在Ⅱ类及以上。

随着水环境治理的破局，桐乡生态
环境治理能力也得以提升。作为世界互
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桐乡积极承接数
字化改革东风，走出了一条生态环境保
护数字化转型之路。在桐乡被列为全省

“排污许可证证后执法”唯一试点县市
后，积极探索形成了“制度引导—智慧
监 管 — 精 准 执 法 ”为 一 体 的“ 桐 乡 模
式”，排污许可“一证式”执法监管纳入
生态环境部举办的执法干部培训班课

程，并在湖南、河北等省份授课；此外，
桐乡还作为全国 26 个“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与监督指导试点改革”地区中唯一县
级市代表，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作经验
分享；桐乡还在全国首创推出“煤样一
链管”改革，建成全国一流的乌镇大气
监测超级站，入选省级减污降碳协同试
点城市。

蓝天常驻，空气常新。今年以来，桐
乡还狠抓治气减排，积极推进 2024 年空
气质量改善攻坚行动，开展镇（街道）环
境空气质量提质进位行动，并建立桐乡
市 全 域 建 设 工 程 扬 尘 污 染 防 治“ 红 黑
榜”工作机制。今年 1 月至 8 月，桐乡空
气质量优良率 83.6%、PM2.5 平均浓度
28 微 克 每 立 方 米 ，较 3 月 底 分 别 提 升
2.8%和改善 19 微克。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这是美丽桐乡
建设为市民带来的“美丽福利”，也是全
体市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结果。

近年来，桐乡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挥出
厚重之笔，描绘出了动人的生态画卷。
桐乡成功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省级“无废城市”、省级清新空气示
范区；2023 年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实现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首创首成。可生态文明建设需久
久为功，接下来，桐乡将不断巩固国家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持续
擦亮建设数字文明共富美好新桐乡生态
底色。

美丽桐乡 桐乡市环保局供图

建德“城市烟火地图”描绘共富新图景
徐俊丹 陈 爽

烟火气是城市生机与活力的体现。
如何维持烟火气与城市管理之间的平
衡？如何做大烟火气文章，助力创业创
新，赋能“拼经济”的最强音？

去年，杭州建德用“城市烟火地图”点
燃城市经济活力，将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
号改革工程”落到了实处。今年以来，建德
通过重点打造以盛德广场、江滨公园、文化
广场、新安里夜市为支点的，迭代升级烟火
地图，协同推进主城区共富夜经济圈建设，
为新安江畔再添新风景。

温情与温度
一座城市的管理升级

““城市烟火地图城市烟火地图””拓宽了城市商业空拓宽了城市商业空
间间，，是对城市格局的一次微重塑是对城市格局的一次微重塑。。

建德鼓励属地镇街建德鼓励属地镇街、、商圈主体因地制商圈主体因地制
宜宜，，利用商场利用商场、、综合体红线范围内空地或综合体红线范围内空地或
其他不影响通行的区域其他不影响通行的区域，，合理布局具有建合理布局具有建
德特色的主题市集德特色的主题市集。。

““我市是涉农县市我市是涉农县市，，农民种植的蔬果农民种植的蔬果

除部分在地头批发外，更多是通过自产自
销实现增值增收。”建德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说。自该执法局设立府西
自产自销集散中心后，农产品销售渠道广
了。为解决早市扰民问题，该执法局规定
集散中心早上 5 点开门，为避免发生抢摊
位现象，以抽签确定摊位，197个摊位对持
有自产自销证明的农户免费开放。

“城市烟火地图”不断扩大，特色各异
的“烟火气”点位，构建出健康发展的商业
新生态。

承载着 80 年代“回忆杀”，新安里夜
市正式对外开放，集吃、喝、游、购、娱于一
体，为建德夜经济再添新地标；盛德江上
集市主要服务各类食品摊贩，提供更具烟
火气火气、、更亲民的消费体验更亲民的消费体验；；新安江畔集市新安江畔集市
以文创用品以文创用品、、饰品等为主饰品等为主，，打造游购在画打造游购在画
中的风情⋯⋯如今中的风情⋯⋯如今，，建德建德““城市烟火地图城市烟火地图””
拓展到拓展到66个外摆商圈个外摆商圈、、44个共富集市个共富集市、、2929个个
自产自销点自产自销点，，涵盖涵盖108108种业态种业态。。

烟火地图的背后烟火地图的背后，，饱含着城管人对烟饱含着城管人对烟
火气的尊重火气的尊重，，他们将对他们将对““城市微细胞城市微细胞””的精的精

心呵护融入管理细节。
依托“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建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日常开展与“城市
烟火地图”有关的食品、燃气和设施等安
全检查，建立烟火地图摊主“积分制”，形
成政府引导、公众参与、自我管理、社会监
督的治理新格局。

同时，该执法局通过实地走访，收集
36条群众意见，根据意见增设“买菜专线”
1条、各类停车泊位900多个，停车场库免
费时限从 30 分钟延长至 60 分钟，配套建
设公共卫生间2个⋯⋯市场秩序和文明程
度升级，营商环境焕然一新。

培育与升华
一个IP的共富效应

“城市烟火地图”传递出浓浓的民生
暖意，也点燃了建德人创新创业的激情。

老薛热卤火了，1999年出生的老板谢
恩俊，从最初的流动摊贩到率先入驻集
市，生意越来越好，日均营收五六千元，一

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就业到创业的蜕
变，目前已在寿昌镇开设个人品牌店铺、
在城区购房落户安家；在盛德江上集市，

“蚝小伙”黄勇凭借“一年卖出 380000 个
生蚝”的市场战绩，找到了创富新路径。

为助力像谢恩俊一样的年轻人创业，
建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建德市团市委
合作，出炉了《建德市“城市烟火”青年业
态打造方案》，青年创业者可享受一年免
费练摊，并为其提供专属夜市摊位、摊位
基本原材料及后期宣传，目前已新增专属
摊位 60 个；与建德市残联合作，为困难残
疾人群体提供定向就业、定制服务，解决
重点群体的增收共富需求；与市场合作，
对所有创业者实行 3 个月“零费用”练摊，
并指导开展差异化业态培育，打造安心创
业就业平台。

“下一步，我们将与市场监管局对接，
创新实施流动摊贩登记制度，协同办理营
业执照，解决流动摊贩不能入驻美团、饿
了么等电商平台的问题，拓宽经营渠道，
增加收入。”建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说。
如今，建德正着力将“城市烟火地图”

纳入文旅地图。如调整游轮航行线路，鼓
励旅行社将“城市烟火地图”融入宣传素
材和活动行程，整合各乡镇（街道）小吃、
水果等特色资源，丰富“城市烟火地图”产
品供给。

凭借强有力的共富效应和外在吸引
力，“城市烟火地图”正成为城市新 IP，为
建德注入新内涵。

建德市“城市烟火地图”
(图片由建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