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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镇位于全州县中部，东面连接白宝乡，南面靠

着枧塘镇，西面毗邻才湾镇，北面挨着龙水镇、永岁

乡，为全州县城所在地，交通便利。靠近全州县城市场

的地理优势，使得全州镇的水果市场需求大，产品销售

快，种植水果效益好。

全州镇属于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的无霜期

大约 298d，大部分月份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

气候是 17.7℃，积温较高，四季分明，是全州水果主

产区，也是国家农业农村部“赣南—湘南—桂北”优势

柑橘产业带的主产区之一。主要水果品种有优质柑橘、

桃、李、葡萄等。由于全州镇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

势，水果品种多，鲜果供应时间长，果实色泽鲜艳，含

糖量高，口感好，使得全州镇的水果具有较强的价格优

势和市场竞争力。水果产业是全州镇农业经济的重要支

柱产业。发展水果生产，对促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

富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水果产业发展现状
（一）水果面积、产量效益稳步增长

全州镇政府重视发展水果产业。多年来，出台优

惠政策扶持水果产业，使得全州镇水果面积、产量、

效益稳步增长。截至 2022 年底，全州镇的水果总面积

达 2295.4hm2，产量达 6.28992 万吨，产值达 31449.6

万 元， 分 别 比 2021 年 增 长 0.86%，8.43%，16.1%比

2012 年增长了 76%，401.2%,1008.8%。其中柑橘类面积

1565.9hm2,产量 5.019189 万吨；梨面积 148.4hm2,产量

0.23188 万吨；桃面积 54.5hm2,产量 0.11662 万吨；萄

萄面积 121.69hm2,产量 0.4701 万吨；枣面积 103.8hm2,

产量 0.07265 万吨；柿子面积 54.95hm2,产量 0.173488

万吨；李子面积 136.67hm2,产量 0.164764 万吨；其他

水果面积 109.49hm2,产量 0.041232 万吨，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显著。

（二）科技培训力度加大，果农的管护水平和果品

质量逐年提升

全州镇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展水果规模种

植，果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管理经验。特别是近年来，

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重视水果产业的发展，按照上级

部门的要求及水果生产技术的规程，成立了水果管理科

技培训领导小组及以农技人员为主要成员的技术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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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时季节深入生产第一线，对农民进行集中培训和面对

面、手把手的现场示范，培育了一批思想观念新、善于

经营管理、勤劳生产技术好、带动能力强的骨干农民，

促进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推广应用，调动农民科

学种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次邀请县农业农村局水果

管理技术专家来给果农上培训课；农技人员经常入村入

园指导，把水果产业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技术及时

宣传给果农。仅从 2020—2022 年 3年间，共邀请县农

业农村局专家来镇、村、果场培训 13次，农技人员入

村、果场培训 56次，现场共培训果农 2860 人次；在水

果生产重要物候期，编写《全州镇水果业科技》分发到

各个村委果农手中。经过多年的水果生产技术培训工

作，绝大部分的果农已经掌握了水果优质高效及无公害

栽培管理技术，同时在邓家埠、田伟、竹溪田建立起了

低产园改造、早结丰产、优质高效、病虫害综合防治试

验示范规模果场，有效地推进了水果科学生产技术的普

及，水果果品的质量也得到提高。由于海报高、昼夜温

差大柴头岭的枣、桃、李、杨梅等水果因果实品质优而

深得县城客户欢迎。邓家埠村委面积 60hm2 腾达柑橘园

的柑橘，通过了绿色食品A级产品认证，竹溪田村委面

积 35hm2 的沙糖柑园，因产品品质好远销东南亚。

（三）果农对柑橘黄龙病的综合防控意识和水平逐

步提高

柑橘是全州镇主要水果之一，柑橘黄龙病是柑橘主

要病害，严重时对柑橘产业造成毁灭性灾难，因此，

各级政府、上级业务部门都很重视，县政府将柑橘黄龙

病综合防控列入对镇政府年终考核的指标之一。全州镇

政府按照全州县政府的部署成立领导小组，建立村规民

约。每年秋、冬季分派工作队到各个村委，各果场宣传

柑橘黄龙病综合防控的意义，推广黄龙病综合防控的技

术措施，对全镇柑橘园进行柑橘木虱和黄龙病病树大

普查，镇干部、村委干部亲自动手带领果农科学清除病

树。由于长期对柑橘黄龙病综合防控狠抓狠管，多年

来，全州镇柑橘黄龙病发病率控制在 1%内。广大果农

对柑橘黄龙病的认识和综合防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

别是规模种植的大果园，把喷药杀柑橘木虱作为日常管

护果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旦发生疑似病树，会马上

喷药杀木虱，再清除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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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果产业存在问题
（一）品种布局不合理

柑橘类水果比例偏大。至 2022 年底，柑橘类面积

占水果总面积的 68%，产量占水果总产量的 79.7%，在

全州镇水果生产中占绝对优势，这就导致适合本地种植

的桃、李、梨、枣、柿子、萄萄等应季水果比例偏小，

上市果品种类过于单一；柑橘类水果又以晚熟品种比例

偏大。因前几年受沙糖柑、沃柑、高价格效益好的影

响，全州镇种植的沙糖桔，沃柑面积占柑橘类总面积的

70%，果品上市集中在冬、春两季，造成果品过剩，影

响了价格，早熟柑橘很少，占柑橘类总面积的 2.5%，造

成市场空档。果农多追求发展新品种，什么品种价格好

就种什么。沃柑因在全州县初种时产量高、品质好、售

价高获得果农青睐，这几年沃柑在全州镇发展很快，目

前种植面积占全州镇晚熟柑橘的 66%。全州镇地处湘桂

走廊北端，大多年份冬季会有低温霜冻天气。沃柑果实

易受霜冻危害，失去经济价值，不适合全州镇大面积种

植。全州镇 2020 年 12 月下旬至 2021 年 1月中旬连续

出现的低温和霜冻天气，受损失最大的就是沃柑。

（二）果园生产基础设施薄弱

全州镇现有果园面积的 55%为山地，15%为坡地，

30%为水田，由于投入不足，90%的果园排灌系统，道

路系统，水土保持及防风系统等基础设施很薄弱，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低。

（三）柑橘黄龙病依然是制约柑橘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

柑橘生产多数是各农户的分散经营，统一管理难；

一些果农种的面积少，管理粗放，不重视木虱的防治；

近几年几次大的霜冻天气，一部分果园绝收，打击了果

农的积极性，造成一批失管果园，这些为柑橘木虱的繁

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增加了柑橘黄龙病大面积爆发

的潜在危险。

（四）水果生产标准化技术体系尚未形成

全州镇水果在生产中对生产过程、肥料、农药、植

物保护产品等投入品的种类、使用方法、产品准出、储

存、包装及追溯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不同品种的水果

栽培没有相应的技术规范，不能充分保证果品质量，提

升果品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五）果农种果水平参差不齐，青壮年劳动力缺乏

全州镇水果种植多是散户种植，难以实施统一的高

标准产销一体化模式，管理水平、果品质量参差不齐，

大大影响种植效益的提高。同时由于全州镇离县城近，

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或做生意。除规模种植的大户之

外，散户种植的户主和管理果园的多是留在家里的 60

多岁的老人，接受新技术难度大，在水果管理的重要时

期，常常力不从心。

（六）市场增效潜力挖掘不够、销售渠道单一

由于缺乏统筹整合，全州镇一直没有集中力量打造

出一个代表本地优势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受广大

消费者认可的水果公众品牌。全州镇目前的水果销售主

要以外地商人到产地收购为主，本地市场销售为辅，有

部分水果被外地客商贴标销售，导致全州镇的水果市场

影响力和竞争力弱、增值能力低。

三、水果产业发展对策
（一）以市场为导向，科学规划种植水果品种

利用全州镇靠近全州县城市场的地理优势，对全镇

水果进行科学的区域布局。主打品种除柑橘外，增加

梨、葡萄、桃、李等品种，辅助发展枇杷、柿子、枣、

猕猴桃等其他水果平衡市场。根据土壤、水源、地理位

置及当地果农种果习惯等具体情况，科学规划特色种植

区域，打造出一村一品的格局，辐射带动整个镇的水果

产业科学合理发展。竹溪田村是老牌的柑橘产区，果农

柑橘种植经验丰富且积极性高，现有果园以沙糖柑为

主，以东方红、蜜香橙等为辅，重点规划成沙糖桔产业

区域；田伟村委可供发展果园的土地面积较广，除现有

的柑橘园之外，适合增加梨、桃、李落叶果树的种植；

邓家埠、福坪、水南村，群众历来有自发种植葡萄的习

惯，离全州县城市场近，可在原来种植巨峰葡萄的基础

上，增加一些鲜食葡萄新品种如阳光玫瑰、夏黑、温克

等；集才社区柴头岭生态环境优美，海拔高，昼夜温差

大，果实品质优，且邻近县城，是县城居民闲时爬山游

玩的好地方，可规划打造成集种果、观光旅游、休闲一

体的特色区域。从柴头岭一下山就是全州县城规模比较

大的综合市场，销售十分便利，适合桃、李、梨、枇

杷、葡萄等各种应季时鲜水果的发展，既丰富市场，又

可满足广大居民节假日带着孩子户外游玩，现采现买果

品的需求。柑橘类水果尽量选择果实在 9—12 月成熟的

品种，如脐橙、冰糖橙、桂橘 1号、桂橙 1号等，不要

选择果实成熟时间晚，需挂果越冬的品种，尽量避开霜

冻天气。

（二）加强果园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果园生产条件

根据果园种植发展区域规划，因地制宜将果园划分

为土壤类型、地势尽量保持一致的作业小区；规划好园

区道路系统，合理设置主干道、支道、田间作业道组成

的道路网，便于田间作业及运输，减轻劳动强度；建设

好排灌系统，结合实际情况挖好纵向、横向排水沟，修

筑大型蓄水池或者挖掘深水井,做到旱时能灌，涝时能

排；修建辅助建筑物，包括管理用房,药械与农用机具

的工具房，果品保鲜、包装等的贮藏库，在路边适当设

置粪池和沤肥坑；争取上级相关项目，建立水、肥一体

化示范园，推进果园管理现代化进程。

（三）加强柑橘黄龙病综合防控，促进柑橘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柑橘黄龙病危害性及柑橘木虱是传播柑橘

黄龙病唯一媒介的宣传，促进广大果农认识到位，引起

高度重视；二是加强柑橘园管理，增施有机肥，做好果

园排水，增强树体抗病力；三是搞好冬季修剪清园，防

治好越冬后的木虱成虫。越冬后的木虱成虫病毒传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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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又是当年的虫口基数,早春喷第一次药时一定要

加入防治木虱成虫的药。四是抹梢控梢，统一放梢，重

视不要的晚秋稍、冬梢和夏梢，减少木虱食物。五是每

年在果实成熟秋冬季开展病树普查，对病树做好标记。

六是清除病树时，先对全园喷药杀柑橘木虱，再把病树

连根挖除或在病树兜上涂草甘膦或者柴油盖上黑色薄

膜，覆土。七是柑橘果园附近不要种黄皮、九里香等芸

香科植物，这些植物都是木虱的寄主，又常年不喷药。

八是制定村规民约，对木虱群防群控，统防统治，通过

转包或砍除消灭失管果园；九是新种果园必须栽种无病

苗木。

（四）促进水果生产标准化技术体系形成

将水果丰产优质及无公害栽培管理技术规范，根据

不同品种不同物候期，制成通俗易懂的栽培历，使普通

农户能够看了就知道怎样操作，确保关键栽培技术能够

落实到位。加大技术培训力度，提高果农的科技技术水

平。通过印发资料，请来专家讲课、现场示范、网络直

播，视频录播，微信交流、组织种植大户外出参观学习

等多种方式，提高果农科学管理种植水果水平。鼓励高

标准新建果园，扶持建立一批“建园标准化、肥水管理

一体化、种植技术规范化、、生产管理科学化”的水果

丰产优质无公害栽培管理样板示范园，辐射带动全镇水

果产业向绿色、规模、集约、标准、优质、品牌、高效

方向发展升级。

（五）创新水果生产模式，促进水果生产从分散经

营向集中规模经营转变

促进水果产业由分散经营向集中规模经营转变，有

利水果产业标准化、专业化管理，提升水果果品质量，

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利于解决分散经营中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以村或队为单位，推选成立相对固定的果树

管护小组，对本村或队的果园按照技术员指导实行专

门、统一的管护，所需的农药、肥料及管护人员的工资

由每户按面积多少来分摊。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加强宣

传，鼓励连片的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将果园集中承包给懂

技术、会管理的大户种植。鼓励有能力有资金有技术的

水果种植专业户、合作社，承包各农户的果树，并制定

政策，根据承包面积的多少，给予一定的奖励，充分调

动他们参与果树承包种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组织

培训学习、外出参观等方式，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专

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水果公司等。推广“企业+基地

+农户”等现代经营管理模式。

（六）提升果品品质，注重优质果、精品果生产，

打造本地的水果品牌，提高果品市场竞争力，延长果品

价值链

一技术指导到位，高接换种改造低产果园，优化现

有丰产果园的管理。二因地制宜，选出在本地种植表现

优良的水果品种，培植成地方品牌产业。如集才社区柴

头岭茶源头村，自然生长的称砣枣，该枣品质优良，果

粒大，肉厚、质脆、味甜、核小，是该村独有的品种，

但目前数量太少，未来政府可立项、组织技术力量，

对这个品种进行开发，扩大种植面积，打造成本地的特

色品牌。三出台优惠政策，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抓水果产

业，鼓励人才和资金进入水果发展领域，制定激励奖补

措施，重点解决土地流转、金融支持等问题。四美化产

品外观包装，组织水果展销会，加大产品宣传投入，建

设果品交易批发市场。

（七）发展电子商务，拓宽销售渠道

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加快电商营销平台建设，扶

持电商创业者，在乡镇建立电商服务站，在村委设立

电商服务点，帮助果农和电商销售企业建立货源对接渠

道，并为相关从业人员和企业提供免费的培训、产业链

整合服务，促进果品在京东、天猫，淘宝、微信、抖音

等平台的线上销售，扩大水果的销售量，减少中间流通

环节，增加果农种果效益。

（八）在本地推进水果保鲜及加工企业的建立和

兴起

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加工产业来全州镇

投资开发加工果品。要以市场消费为导向，研发生产受

消费者喜爱的果汁、果肉、果皮之类的深加工产品。加

工和保鲜技术的开发，起点要建立在可以机械化操作和

大规模生产上，这样才可以有效解决鲜果大量集中上市

导致短时间内果品供大于求而滞销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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