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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红糖，鸡毛换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义乌处在糖蔗适宜生长区的北缘，除少数

山区外基本能满足糖蔗对光、温条件的要求。
春季回温较早，有利于提早下种萌芽，延长生
长季节；夏季雨热同步，有利于蔗茎快速拔节
生长；9月份后太阳辐射较强，昼夜温差加大，
有利于糖分积累和糖蔗成熟。

12月6日，记者采访了义乌红糖产业协会
会长鲍小宝，他对义乌红糖的昨天和今天比较
了解，采访很顺利。

鲍小宝介绍，甘蔗分为果蔗和糖蔗两种。义
乌人常常把红皮的糖蔗叫甘蔗，把青皮的糖蔗
叫糖梗。义乌红糖外形色泽嫩黄而略带青色，又
称“义乌青”。糖蔗开春时种植，重阳节后成熟，
进入榨糖收获季节。义乌民间流传着“有糖无
糖，立冬绞糖”的农谚。每年立冬前到冬至，是义
乌农民最忙的时节。

记者出生于义乌农民家庭，儿时对收获糖
蔗的情景记忆犹新。在蔗田里，农民们剥叶，砍
梢头，掘倒糖蔗，掰糖蔗，去泥削根须，各个环节
干得井然有序。干活声、谈笑声交织成一首欢快
的收获曲。虽然是冬季，北风凛冽，但农民们的
心是暖的，是甜的。最后，农民们将成捆的糖蔗
或用独轮车、双轮车送到附近的榨糖厂，或用拖
拉机、汽车运到义乌糖厂。

鲍小宝说，粮、糖、猪曾经是义乌农业的支
柱，红糖产业在较长时期内都是义乌农民特别

是义西南地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至上
世纪 80 年代，义乌糖蔗种植面积占浙江省的
30%以上，红糖生产量的增减直接影响全省食
糖市场供应。1982 年，义乌糖厂日榨糖蔗 7000
多吨，为历史最高水平，繁忙的景象令人难忘。

义乌种蔗制糖的历史有多久？鲍小宝说，应
该有近400年的历史。据本县合作乡（现为佛堂
镇）燕里村《贾氏宗谱》记载：“贾维承，号明山，
生于明万历甲辰（公元 1604 年）。于清顺治年
间，客游闽越，时值绞蔗做糖，便专心留意，摹其
木制糖车式样，教人仿做成功，取其糖蔗绞榨红
糖。邑人享其美，利至今。”

鲍小宝继续说，相传在明朝，抗倭名将戚继
光率领的“义乌兵”抗击倭寇，平倭以后，部分

“义乌兵”返回原籍。这些“义乌兵”由于无田可
种，就利用本地土特产“红糖”制成糖块、糖粒，
挑着糖担，在本地或外地销售。这也许是“敲糖
帮”鸡毛换糖的开始。

随着种蔗制糖新技术的改进，义乌鸡毛换
糖的生意越做越大，“敲糖帮”的人也越来越多。
即使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敲糖帮”
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有增无减，他们的脚步走出
本省，走向江西、福建等省，甚至扩展到全国各
地。正是义乌人有着一种天生的经商意识和吃
苦耐劳、诚实守信的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义乌
人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建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世
界小商品市场。

种蔗榨糖 鸡毛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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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糖蔗区主要以佛堂、义亭为主。农村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糖蔗生产得以
较快发展。由于各类红糖作坊生产规模普遍
较小，生产工具和工艺技术都比较落后，义乌
红糖给人们的印象就是细糖、块糖、生姜糖、
糖勾、各种麻糖等初级产品。

义乌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红糖产业的
发展，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也十分给力。鲍
小宝介绍，从2005年开始，义乌政府部门对
糖蔗种植和红糖生产给予重点支持，在良
种引进、糖蔗栽培、红糖加工工艺改进等方
面均有较大的技术和物质扶持力度；种蔗
制糖的农户和作坊也越来越多。义乌糖蔗
种植面积位列全省前茅，成为浙江省内主
要的红糖集散地。

义亭镇是义乌红糖的主产区，素有“红糖
之乡”之称。从2005年开始，为了弘扬义乌红
糖文化，提高义乌红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义
乌市政府在义亭镇连续举办了9届红糖文化
节，规模和档次越来越高。

义乌会展业随着义乌市场的繁荣而快
速发展。在政府的引导下，义乌红糖在“义博
会”“森博会”“文博会”等各大展会上频频亮
相。义乌的红糖企业还经常参加沈阳、西安、
上海、宁波、温州等地的展会，在传播红糖文
化、扩大知名度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丰厚
的回报。

浙江农博会每年举办一届，义乌红糖
系列产品成为抢手货。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9日，浙江农博会首次特设义乌红糖馆，义
乌 15 家农业龙头企业参展，受到观展者的
欢迎。

鲍小宝兴奋地向记者描述那动人的一
幕：义乌市小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义乌
红糖馆的布展企业，他是企业负责人。11月
27日下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的夏宝龙前来参观农产品展销
情况。夏宝龙入馆时，一锅红糖刚刚煮开，
师傅正在演示切麻糖的工艺。夏宝龙饶有
兴致地观看，并现场品尝。鲍小宝向夏宝龙
介绍了义乌老手艺制红糖的情况。夏宝龙
竖起了大拇指，为义乌红红火火的“甜蜜事
业”点赞。

鲍小宝对义乌红糖的明天充满了希望。
他说，从2017年开始，经过义乌市市场监管
局等部门3年的努力，义乌红糖已进入食品
标准化管理，可以在各大超市销售。从去年开
始，义乌红糖产业协会根据糖蔗种植面积发
放地理标志，规范送检；大力推广和使用地理
证明和商标，让义乌红糖家喻户晓。

放在记者面前的是两张图，一张是“红糖
飘香精品线景观导引图”。位于义亭镇的“红
糖飘香”美丽乡村精品线，是义乌10条美丽
乡村精品线之一，线路总长约19.3公里。恒风
美丽乡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
们具体负责精品线基础提升和招商引资等工
作，计划打造出一条最具特色的红糖主题精
品线，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另一张是义乌市“红糖展示馆”效果图。
义乌非遗办主任叶英立告诉记者，这个项目
也位于义亭镇，建设内容有生产区、展示区、
活动区等。依托本项目改进传统制糖工艺，改
变传统展览方式，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实现

“吃——品红糖、游——糖蔗田风景、购——
传统红糖产品、娱——体验红糖加工”等红糖
旅游系列。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设计招标，设计
正在进行中。

政府有所作为，企业勇于担当，“敲糖帮”
后人敢于创新。

义乌廿三里埠头村陈培亮的父亲是一位

老“敲糖帮”。父亲挑着货郎担“鸡毛换糖”的形
象早已印入他的脑海。陈培亮虽然没有继承父
亲的糖担，但是他立志要打造一个具有义乌特
色的标杆性红糖品牌。

走进陈培亮的工厂，只见绿化区上种植、收
割、熬糖、制糖的十几个铜人像栩栩如生。义乌
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吹响“鸡毛换糖再出发”的号
角时，陈培亮推出了极具义乌特色的文化符号

“敲糖帮”为品牌名。他瞄准义乌国际商贸城、义
博会、森博会等多个人流量最大的区域进行营
销和推广。短短十二年，“敲糖帮”从义乌众多红
糖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具代表性和品牌认
知度的企业之一。

陈培亮说，他儿子陈万佳从大一开始就为
“敲糖帮”进行策划，设立工作室，负责电商渠道
和直播电商领域的运营，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
如今，“敲糖帮”线上销路份额越来越大。

陈培亮认为，“敲糖帮”不能只局限于义乌
发展，还应该走出义乌，走出浙江，以“红糖工
坊”的模式走出去。

他说：“义乌红糖走出去，就是当地政府做
好政策配套，当地投资人搞好基建，我们把一整
套成熟的义乌红糖制作技术、非遗文化、品牌模
式、产品品类、包装设计等，以合作或者整体托
管的模式运营，实现当地乡村振兴、农民增收，
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温州瑞安糖蔗种植历史悠久，由于红糖厂
条件简陋、产品单一，市场行情一直不景气。去
年上半年，瑞安政府部门和乡贤投资人参观考
察“敲糖帮”工厂和义乌红糖产业后，决定创办
瑞安市陶山镇腾斗村红糖厂。

陈培亮说：“该红糖厂今年 6 月份开工建
设，整个产业园投资计划 2000 万元，12 月 1 日
已正式开工。规划设计人员都是我们帮忙派过
去的，最近又派了8名熬糖师傅前去指导，后续
发展事宜正在洽谈之中。义乌‘非遗’走出义乌，
指日可待。”

陈培亮三代人在串起义乌“敲糖帮”新故事
的同时，又赋予“鸡毛换糖”新时代的新内涵。

在义乌这座商业城市，红糖并不只是普通
商品，而是一种商业的历史符号和义乌的人文
精神。“鸡毛换糖”的糖，源于义乌的糖蔗种植。
有了义乌红糖，才孕育出鸡毛换糖的商业模式，
才催生出举世闻名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政府有为 企业担当
义乌红糖开辟新天地

吴德锋，今年70岁，高级农艺师，浙江省甘
蔗产业协会会长、义乌市果蔗研究所所长，退休
前系义乌佛堂镇农办主任。吴德锋1972年参加
工作，先后在城阳农技站、江湾农技站、佛堂农
技站从事糖蔗生产技术、培育研究近50年。吴
德锋被省政府评为浙江省农业科技先进工作
者；被人事部、农业部授予一等功奖励。

12月6日，记者来到义乌市果蔗研究所，只见
蔗田里两块牌子格外醒目，一块是“全国北缘蔗
区甘蔗品种资源试验基地”，一块是“浙江省‘十三
五’果蔗新品种推广示范基地”。吴德锋正在蔗田
里忙碌，得知记者来意后，话闸便打开了。

1997年，农业部、国家计委把义乌列入“九
五”计划第一批国家级糖料生产基地建设单位。
市政府专门设立义乌市糖料生产基地建设领导
小组，充分利用国家投资、地方配套、村自筹资
金开展项目研究。

由于原引进的“印度种”糖蔗品种产量较低、
品质较差、商品性欠佳，农民种植糖蔗效益低下。义
乌组成由吴德锋牵头、佛堂农技站科技人员为主
体的育种班子，开展糖蔗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吴德锋说，为了研究培育新品种，他走遍了
长江中下游以南 15 个以上省份，收集国内外
100 多个糖蔗品种，建立了北缘蔗区规模较大
的资源圃。经过10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育成
了产量高、品质佳、商品性好的新品种“义红1
号”，促进了北缘蔗区糖蔗产业的发展。

吴德锋告诉记者，糖蔗种植有三个短板，目
前已被成功解决。

一是北缘蔗区无霜期短，糖蔗生长期偏短，
糖分偏低。他与浙江省农科院合作，采用高科技
辐射育种手段，选育出特早熟、特高糖、特高产

“三特”新品种“福农28”“中蔗10号”，榨糖期提
早1个月，出糖率上升12%以上。

二是北缘蔗区糖蔗生产以人工种植为主，

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成本偏高。他采取轻简高效
栽培新技术，多次用肥改为二次使用有机无机
缓释含硫复混肥；他选育出“中蔗1号”自动脱叶
效果好，减少剥叶人工成本60%以上；他推广小
型培土机，减少劳力成本近80%；他引进使用高
效低毒无残留新农药，由9次用药改为3次用药。

三是红糖产品保质期短，水分、杂质超标。去
年8月，他研究改进了过滤设施，使用既经济又实
用的新型过滤器及烘干设备，使杂质、水分达标，
保质期由原来的8-9个月延长到20-24个月。

话刚说完，吴德锋拿了一根毛竹竿，带着记
者来到蔗林。他用毛竹竿拍打糖蔗，只见蔗叶纷
纷落地。

吴德锋又带着记者来到他的实验基地，如
数家珍。这是抗台风、抗倒伏新品种“云蔗08—
1609”，很适合沿海一带种植。这是更早熟的新品
种“02-901”，比“三特”早熟10天。这是特早熟新
品种“桂柳1号”，适合长江中下游9个省市种植。

在飘香的榨糖车间，吴德锋一脸微笑，他通
过使用富硒绿色肥料栽培新技术、改进熬制红
糖新工艺，开发出富硒红糖系列新产品，成为红
糖产业的一项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吴德锋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着哪
个地方种了什么品种，种了多少亩糖蔗。记者仔
细翻了翻，发现河南驻马店、山东青岛、安徽六
安、湖北武穴、湖南常德、江苏常熟等都大面积
种植“义红1号”“02-901”等新品种。

吴德锋还以福建农林大学国家甘蔗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为技术依托，开展国家、省、市级10
多项糖蔗科技项目的实施。他的科研项目，已被
列入浙江省甘蔗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

兴奋之余，吴德锋脸上又多了些无奈。他已
经70岁了，两个儿子没有继承父业，他把希望
寄托在招聘来的大学生身上，希望他们培育出
又多又好的糖蔗新品种。

选种培育 试验推广
义乌糖蔗种遍省内省外

12月9日，“敲糖帮”义金红糖厂内高朋满座，由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组织的
“红糖制作（义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题库审定会”在这里举行。会议一致通过《考核题库》
的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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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糖飘香，即将起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