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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闲“柿”挂枝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金秋十月，八桂大地风景如画。恭城瑶族自治

县的月柿迎来大丰收。黄澄澄、红艳艳的柿子如灯
笼挂满枝头，而经过加工的柿饼表面那层“柿霜”银
白如月。

月圆、柿圆、人团圆。秋日的“甜蜜”来自这小小
的一方风物。广西，是全国柿子的最大产地，差不多
全国每3个柿子就有1个来自广西。而富有“中国月
柿之乡”美名的恭城，柿子种植历史已有 1500 多年。
汉代把柿树视作奇花异木，南北朝时期柿子已成为
美味佳果，唐朝年间柿子可以代粮度荒，明、清之际
的老百姓房前屋后栽种柿树，民国时期广西柿饼行
销港澳地区。经过千百年的自然演进和当地各民族
的精心栽培，如今恭城早已形成以月柿种植为主体
的林粮复合生态农业系统，培育出了驰名中外的“恭
城月柿”。柿子，成了恭城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金
果果”。

2017 年，“广西恭城月柿栽培系统”以其标准化
种植技术体系、独特靓丽的自然生态景观、农业文明
与民俗风情相互交织的文化魅力被认定为第四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 年，恭城月柿栽培系统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2 年，

“恭城月柿”入选农业农村部“农遗良品”十佳品牌，
系广西唯一入选品牌。

那么，被寄予“柿柿如意”“心想‘柿’成”等美好
寓意的恭城月柿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小柿子又如何发展成为各族
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就此，本刊对话广西恭城
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林清。

记者：我国是最早栽培柿树的国家，柿子的原产
地位于长江和黄河流域。距今约2000多年前，古都
长安便已开始种植柿树。中原的宫廷珍果如何成为
岭南山区的特产？为何说恭城“月柿之乡”的美誉蕴
含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

林清：恭城，有着 1400 多年置县史。它北望三
湘、南接粤梧，自古就是中原进入岭南的咽喉要道。
如今县域内居住着汉、瑶、壮、蒙古等12个民族30多
万人，其中瑶族人口约占60%。唐朝初年，瑶族先民
迁居到此，至明清时期从河南、广东等地迁来的瑶族
移民人数达到顶峰。

恭城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水充足，
茶江河贯穿县境，直流纵横密布；土层深厚，有机质
丰富，适宜树种栽培。初来乍到的古代瑶族先民以
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山坡
林地间生长着很多野生柿树。于是，恭城先民平日

里开荒垦殖、辛勤耕作，入冬后就上山采摘柿子，把
柿子晒干后做成柿饼保存下来当零食，有时也会挑
到邻近的集市售卖。慢慢地，恭城许多人家开始在
房前屋后移栽野生柿树。多栽果树、勤攒粮食的传
统，也自此一代代传承下来。

直到如今，恭城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柿树还有500
多棵，每年依然硕果累累。历经岁月沧桑的月柿古
树，也成为恭城变迁发展的见证。

随着中原地区移民的不断到来，中原农耕文化
与岭南农业文化不断融合。恭城将本土野柿与引
进的其他品种嫁接，逐渐形成了当地独有的品种
——恭城月柿。据《广西外经贸志恭城瑶族自治县
分志》记载：明代万历年间自福建诏安引进柿树与
本地品种结合，进行改良栽培，并开始加工柿饼，至
今已有 500 年以上历史。恭城柿子个大、皮薄、肉
厚，清香脆甜，营养丰富。柿子去皮后，晒成柿饼，
质软透明，表皮有糖汁渗出并结晶形成一层白霜，
形如明月，因此取名“月柿”，恭城也渐渐有了“月柿
之乡”的美誉。

除了恭城月柿，国内知名的柿子还有陕西泾阳
的鸡心黄柿、富平的尖柿，河北的莲花柿，山东菏泽
的镜面柿，浙江杭州的方柿等。随着时代的飞速发
展，恭城早已实现了园种百果，来自各地的优良柿种
逐渐与本地柿种融合提质，让恭城月柿声名日益
远扬。民国年间《恭城县志》记载：“恭城土产最盛者
莫如黄糖、生油、茶油、木油、月柿、黄豆、红瓜子等远
销境外。”“月柿三千担，值银四万元以上。”明清时
期，恭城月柿便已走出国门，行销到东南亚。

如今，作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县的恭城，更是在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核地区
亮出“恭城月柿”的金字招牌。

溯古观今，从传统农业技艺的交流互鉴，到海内
外经贸往来的互联互通，恭城月柿栽培系统展现出
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积极吸收各地区各民族先进
农业技术以优化本土月柿栽培系统，创造出具有独
特味道的“恭城月柿”品牌。

记者：如您所言，作为“农遗良品”的恭城月柿早
已实现产业化发展转型，逐渐走出国门。那么，恭城
是如何传承发展好这个甜蜜“柿”业的？

林清：霜降至，柿子红。霜降节气过后，恭城的
柿子就进入了持续 5 个月的收获期。漫山遍野的柿
子一车车运出果园，送往一个个加工作坊，制作成鲜
柿、柿饼等产品，并通过电商等渠道，销往国内外市
场。2022年，恭城柿子的产量超过了70万吨，约占全
国市场的五分之一。

恭城人开始大规模种植柿子树并走上产业化发
展之路，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依靠传统的水
稻、红薯等农作物，已经无法满足群众脱贫致富的需
求。于是，恭城人开始探索以养殖为龙头、以沼气为
纽带、以水果种植为重点的“养殖+沼气+种植”三位
一体生态农业发展路子。尤其是老百姓充分发挥良
种资源，积极发展恭城月柿产业，引发了恭城月柿生
产质的飞跃，开始步入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阶段，不
断实现可持续发展。

尝到“养殖-沼气-种植”发展模式的甜头，恭城
又进一步创新探索了“养殖-沼气-种植-加工-旅游”
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先后在莲花镇、
西岭镇、嘉会镇等恭城月柿集中种植的乡镇逐步建
设了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园，通过栽培标准化和行
业规范化，极大地提高了月柿的产量和品质，恭城月
柿产业带逐步形成。

2015 年，恭城月柿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2017年，“广西恭城月柿栽培系统”被列入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恭城获得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如今，“月柿”已成为恭城响当当的“摇钱
树”和“金字招牌”，柿农人均年收入也从曾经的不足
800元，增长到2.2万元以上。

近年来，恭城县农业部门从世界各地选择优良
柿子品种进行试种，选择最适合恭城本地环境、气候
的优良品种进行推广，在提高月柿栽培量的同时，注

重引导农民提升质量，先后引进次郎、太秋、富有、花
御所、晚御所等多个品种的甜柿。通过结构调整，极
大地促进了月柿产业提质增效以及果农的致富增
收。

记者：红红火火的甜蜜“柿”业成为恭城人的致
富密码，让县域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小小柿子踏
上了“跨国之旅”，新一代的新农人建起了全新产业
格局。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林清：随着这些年电商直播带货以及市场服务、
交通、物流、合作社等快速发展，恭城月柿大量销往
海内外市场。恭城成立了柿子产业协会、电商协会，
将全县种植基地、加工企业、销售主体联结起来，形
成政府引导、企业带头、柿民参与的全产业链格局，
极大优化了恭城月柿的产业布局。目前，恭城已成
功创建恭城月柿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同时还建
成了中国柿子博览园和中国月柿博物馆，进一步提
升了恭城月柿品牌和影响力，有效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完善柿产业功能和全产业链，不断做大
做强月柿产业。

种植技术的革新，品种的迭代升级，产业链的延
伸，让恭城人愈发有了走向国际市场的底气。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日益拓展和深化，国家加大对农
产品扶持力度，恭城县各级政府为从事出口贸易的
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等，助推国际贸易发展。目
前，恭城拥有柿子出口资质的企业已经增至 12 家。
2022 年，全县超过 20 万吨柿子出口到美国、欧盟、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值超过7000万元。

如今，恭城全县月柿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创造
70 亿元的综合产值，月柿实现了商品化、品牌化，销
售实现了规模化、国际化。

记者：每年金秋十月，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都会相
聚恭城，同庆“恭城月柿文化节”。请问，古老的恭城
月柿是如何助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

林清：自然景观独特、山清水秀的恭城，长期以
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中原文化、岭南文
化以及各民族文化汇聚融合，孕育出了历史悠久、底
蕴厚重的月柿文化，其中的“傩舞”“同乐舞”“竹竿
舞”“油茶歌”等独具魅力。

柿林环抱，莲花河从村庄缓缓穿过，青砖琉璃
瓦、仿古路灯、小格栅窗，一栋栋民居风情浓郁，水泥
硬化路连接着村庄的每家每户，一幅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画卷在恭城县莲花镇红岩村徐徐展开。这是
恭城依托月柿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随着恭城月柿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
恭城，看月柿如海，闻山果飘香，过农家生活，享山野
情趣。秋风吹拂，数十万亩柿子树层林尽染，前来红
岩村瑶韵柿乡田园综合体的游客纷至沓来。这里既
是风景观赏区，也是生产生活体验区，属于活态传承
的农业文化遗产，村民和游客都乐在其中。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更离不开传统文化
的积淀。恭城月柿产业发展带动了众多村民致富，
也带火了文旅产业。以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
契机，恭城县迎来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
期。依托当地绮丽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和“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做大做强生态富民产
业，“恭城月柿节”以“品瑶乡月柿、赏柿园风光、喝恭
城油茶、住生态家园”为特色，县里对700多个村屯进
行整体规划，逐步打造了莲花镇（中国）月柿特色小
镇、国家现代（柿子）产业园、恭城月柿特优区、柿韵
瑶乡田园综合体、柿子博览园等品牌项目，拓展红岩
4A 级景区空间，推进恭城月柿产业与生态、文化、旅
游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以“恭城月柿”为主题的乡
村旅游品牌精品线路，年旅游人数超 150 万人次，年
收入超 1.59 亿元，走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
村振兴之路。

农旅结合，以文促旅，以旅促融。至今，恭城已
成功举办19届“恭城月柿文化节”。得益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得益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古老又现代的恭城月柿正在焕
发新的无限生机，续写甜蜜“柿”业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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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会镇泗安村村民晾晒月柿。 （恭城县委宣传部供图恭城县委宣传部供图））

嘉会镇泗安村全景嘉会镇泗安村全景。。 （（恭城县委宣传部供图恭城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