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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橘红花苞满枝头，
探访“中华化橘红第一村”

阳 春
三月，各种鲜花竞相

绽放，“中华化橘红第一
村”化州市平定镇积田村委会

大岭村的化橘红也迎来了花开的
季节，漫山遍野的化橘红已花开成
海，整个村庄都弥漫着花香，吸引了
许多游客前来踏春赏花闻香，来一
场和春天的约会。昨日，记者也走
进该村，寻着化橘红的花香，一
探该村在化橘红产业的带动

下实现风景美、产业兴
的特色路径。

陈年化橘红展示。

大岭村复兴庄百年橘红老树。

大岭村橘红花如
期绽放，逐渐进入盛
花期。

大岭村连片的橘红林长得郁郁葱葱。

化橘红切片。

汽车开至大岭村村口，按下车窗，一阵沁
人心脾的化橘红花香飘进车内，让人感到心
旷神怡。进入村庄，便发现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都种满了化橘红，远远看去，橘红树满树苍
翠，看不清夹在绿叶中的绿白色花苞，但走近
一看，已是苞满枝头，暗香流动。

大岭村的起名源于村中有一座山岭高300
多米，被人们称为大岭，以大岭为主峰，分支六
个山岭，形成扇形之势，大岭村因此得名。大岭
村因土壤富含“礞石”，所产化橘红毛正色金、
药效好，以“正金毛化橘红”享誉海内外。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在他记忆中村里每
家每户一直都种有化橘红，几十年前，化橘红
的销售利润十分可观，“当时每家每户基本都
只种了几棵，但是有了这几棵树，一年的油盐
酱醋也都不愁了。”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
开始连片种植化橘红。2016 年 6 月，该村被
中华文化促进会授予“中华化橘红第一村”荣

誉。目前，该村共种植化橘红 2600 多亩，家
家户户都有种植。

大岭村种植加工化橘红历史悠久，最早
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1369年），有着浓厚
的历史底蕴，村中现存百年树龄的老树就有
3 棵。在积田村第一书记易广的带领下，记
者一睹了其中一棵百年老化橘红树的风采。
该树种植于 1912 年，虽历经百余年，但仍生
机勃勃、郁郁葱葱。古树长出许多花苞，引来
了许多勤劳的小蜜蜂，也吸引许多游客在此
拍照打卡。易广介绍，这是一棵“英雄树”，见
证了大岭村化橘红产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也是一棵“母亲树”，过往百年，村民通过圈
枝、嫁接等方式让其不断“开枝散叶”，村里许
多化橘红树都是“她”的“子子孙孙”。目前，
大岭村 3 棵古树均受到良好保护，其中一棵
已列入化州市重点保护古树，供医药科研人
员研究和游客观赏。

从百年古树处俯瞰大岭村，只见
村中大大小小的山坡上种满化橘红。
树下，游客们或凑近深嗅花香，或拿出
手机拍照留念，大家脸上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尽情享受着美好悠闲的春日
时光。

大岭村的化橘红有西洋、密叶、黄
龙等多个品种。易广告诉记者，大岭
村的化橘红经过加工后，产品达数十
种，有原果、压果、七爪、五爪、化橘红
挂饰、化橘红果脯等。大岭村村民，30
岁以上的人群，大约 80%至 90%都会
做化橘红的简单加工，村中三四岁的
小朋友也会学着割皮、挖瓤等。

据当地有经验的村民介绍，种植
化橘红有一定的技术，根据坡度的不
同，栽种的密度也不一样，种植的深度
不宜太深。种化橘红不宜花过多心
思，一般采用“懒人种植法”反而种得
好，这是为什么呢？村民表示，若把化
橘红树木周边的杂草清理得太干净，
反而不利于它的生长，众多杂草使土
壤不易板结，形成共生生态，化橘红也
不易被天牛（害虫）啃食。

来到大岭村的游客，想必对“大岭
复兴庄”都有一定印象。这是一家百
年老店，成立于民国时期。店主陈骏
是化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橘
红传统七爪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
告诉记者，“大岭复兴庄”由他的爷爷
陈文东所创，他儿时曾与父亲一起到
湛江的码头送货，通过轮船运至国外，
当时化橘红便名扬海外。他介绍，如
今大岭村的化橘红通过传统的批发、
零售及新兴的互联网销售、直播带货
等广销全国，深受顾客们喜爱，他希望
把化橘红的制作技艺发扬光大，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

陈骏向记者介绍了化橘红七爪皮
的加工制作。新鲜采摘下来的化橘红
鲜果，经过清洗之后就可以炮制了，先
用 90 度左右的热水，将其杀青，之后
用利刃剖开橘皮，取出果肉。化橘红
的有效成分绝大多数都存在橘皮之
中，橘皮经过烘干修剪后，用棉线捆扎
成束，接下来就需要等待时间的造化
了。他介绍，从鲜果到成品的七爪皮，
有20多道制作工序。

化橘红加工产品丰富 种植、制作技艺不简单

被授予“中华化橘红第一村”荣誉 家家户户种有化橘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