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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精每一颗南枣
义乌种枣历史悠久，迄今已有

1800 年历史。《骆氏杏园宗谱》记载：
东汉末年，青枣最早产地的陕西骆谷
（今周至县）人迁入义乌下骆宅一带定
居，带来枣种及栽培技术，后成为义乌
最早的主产区。据《浙江林业志》2000
年版载：“宋时，浙江枣树栽培已相当
盛行。枣经 300 多年人工驯化培育而
成。”《中国农业志·浙江省》记载：“南
枣之名，驰于全国。南枣者，即浙江省
各县所属产的枣子也。”

南枣的美味也曾有记录，据《中国
名产》第一集载述：“江南枣中，佳品是
义乌南枣”。南枣外形比红枣厚实饱
满，果形大，核细有仁（单、双仁）；皱褶
比红枣细密，花纹细；色泽比红枣深
浓，乌黑发亮；形、色、味独特，营养丰
富，含有糖、淀粉、蛋白质、多种维生素
和单宁、硝酸盐、酒石酸等成分。其中
蛋白质、维生素C在果品中数南枣最
高。南枣还是很好的滋补品和药材，明
代李自珍的《本草纲目》载：“枣能养
脾、平胃气、润心肺、止咳嗽、补五脏”。

千百年来，义乌南枣成了老饕心
中的“白月光”，甚至它的粉丝团队逐
年增长，这是为何？

“义乌南枣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源
于对每颗果子质量的孜孜以求。”北苑
街道万村种枣大户万桂文有着几十年
种枣经验，在他看来，种大枣是一场与
时间的较量：一棵枣树种下去，要到第
三年开始结果。想要种出高品质的大
枣，少不了科学管理。“别看大枣就长
一季，但每个阶段都需要悉心呵护。”
万桂文说，收获一颗优质的大枣首先
要品种选对，必须是土生土长的老枣
树；其次要选好肥料，多施农家肥，在
采摘前补足果树养分；同时要勤修剪，
秋季修枝，夏季疏果，每棵果树保持产
量一致，确保每颗大枣的个头与甜度。
个大浑圆的熟白期鲜枣，是制作义乌
南枣的最好原料。据测量，义乌鲜枣的
含糖量最高可达36%，高品质的大枣
12个就可达一斤重。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义乌大枣及
其栽培技术，如大棚避雨栽培，以提升
枣产量和质量。早在2017年和2018年，
我市分别出台现代农业政策和《支持农
业生产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十条意见》，
扶持范围覆盖大枣种植到南蜜枣加工，
2019 年和 2020 年制定了《义乌蜜枣》

《义乌蜜枣加工技术规程》《义乌南枣加
工技术规程》《枣生产技术规程》《义乌
南枣》五项团体标准，以指导和规范生
产加工过程，促进产业标准化。

“不要数量要质量”这是义乌枣农
做出的取舍。曾几何时，枣也经历过“丰
产不丰收”的尴尬阶段，产量上去了，但
卖不出价格。于是，市政协委员、市农业
部门农技专家多次深入调研，农业部门
工作人员通过深入田头果园，一对一、
手把手为果农提供技术服务指导，政协
委员也多方牵线畅通销路。

推动枣产业链纵深发展
后宅街道金鹤村的枣远近闻名，

种枣大户张兆明家种的大枣，因个头
大、口感好、品相佳，曾在义乌市第二
届枣文化节上斩获二等奖。作为义乌
市枣业协会的副会长，张兆明对枣树
不仅养护有实招，更对南蜜枣的加工
深谙其道。

“义乌南枣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就
是将南枣均匀地摇动，能发出‘沙沙
沙’响声，那就是正宗的义乌南枣。吃
南枣要备一把剪刀，把果核剪开，因为
果仁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张兆明
说，蜜枣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主要是
开缝和白糖熬煮，因其含糖量高，更适
合做食品添加或炖品。制作南枣的原
料取枣，含双仁的为最佳，其鲜枣一般
在“处暑”后2天方可采摘，九烘九晒
的义乌南枣，要经过清洗、筛选、烫
红、轻煮、反复烘晒，历经10天才能成
为一颗合格的南枣，通常3 斤半鲜枣
可加工成1斤南枣。

义乌南枣采用优质大枣秘制而
成，富含糖类、蛋白质、三萜类、黄酮
类、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被用作食物
和保健品的历史已久。基于南枣仁的
营养价值，2019 年，义乌市三宝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和江南大学合作，小个
果经粉碎发酵酿造的南枣酒推向市
场，获得不错的反响。

传统南枣酒制作因无统一标准，品
质参差不齐。为此，在市科协、农业农村
局支持下，义乌市三宝农业科技公司与
江南大学携手合作，共设联合实验室与
博士创新站。由张梁教授率领的团队，
运用黄酒发酵技术，从南枣中成功提取
环磷酸腺苷，并开发出风味独特、营养
丰富的南枣酒新品。同时，建立原料及
产品检测标准体系，优化酿造流程，进
一步提高种曲优良率和原料出酒率，稳
定产品品质与风味口感。

在义乌市雅荷农业共富工坊南蜜
枣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将一筐筐枣
子倒入烘干隧道进行烘干。“工业化设
备的投入使用，进一步降低了天气不
稳定因素带来的影响。”义乌雅荷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骆遥介绍，近年
来，大家对饮食健康越来越重视，糖分

较高的蜜枣逐渐不被消费者所接受，
且全湿义乌蜜枣的储存期较短，产业
发展遇到了一定的瓶颈。

为此，骆遥琢磨起如何通过保鲜
技术的提升延长全湿及半干蜜枣的销
售周期。他通过微生物环境的调控及
吸氧技术的应用，不仅保证了新鲜蜜
枣的软糯口感，同时也将原有一周的
保质期延伸至三个月，大大拉长了销
售周期。

好枣也要好吆喝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于产

业发展。近年来，随着气候环境变好，
市场逐步回暖，在多方合作下，义乌大
枣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枣产量逐年攀
升，未来这条路该如何走好？

近年来，我市及周边县市大枣
种植规模有所扩增，但囿于相应的
配套加工能力没有增长，种植的产
量和加工产能无法匹配，导致义乌
南蜜枣在全省乃至全国市场上知名
度仍然有限。

2012年，义乌枣加工技艺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 年，
我市开始规模加工基地建设，目前已
建成义亭的三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廿三里的雅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福
田的同心乐农庄和大陈的义乌市亚冠
果业有限公司四个南蜜枣加工示范基
地，全部采用机械化加工，日可处理鲜
枣约25吨。

为打响义乌南蜜枣品牌，我市农
业部门曾在后宅街道金鹤村举办义乌
市枣文化节，其间推出南蜜枣新品发
布会、枣王评选、枣文化采风等活动，
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式采购，感
受义乌枣文化。在去年森博会期间举
行的义乌南枣科技小院签约仪式上，
义乌市三宝科技有限公司、义乌市雅
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香港美倩集国
际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双方建立战略合作，进一步发挥
资源优势，引进先进的枣树种植技术
和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义乌南枣品
牌价值，让义乌农产品品牌“响起来”、
产品“走出去”。

一颗义乌南枣，在东南亚能卖 1
美元；一袋红糖麻花，在海外的便利店
供不应求……义乌农产品试水“出海”
成功，让骆遥敏锐地嗅到新商机。作为
义乌市的政协委员，骆遥多次撰写科
技强农方面的提案，他也在试水义乌
农产品加工技艺出海，在东南亚国家
建造义乌农特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力
争让义乌红糖、南蜜枣、火腿等特色农
产品走出国门，销往全球。

日前，义乌城投集团和边检站
60 多名 35 周岁以下青年干部，以

“青春作伴好读书 联学联建促发
展”为主题开展青春共读《提篮女》
读书会。

《提篮女》小说以中国改革开放
为背景，讲述女主人公探路跑码头、
闯江湖，敢为人先，为世界小商品之
都蝶变提供最原始的样本。该作品用
朴实文笔讲述提篮女和她的同行们
在商海中数度沉浮，失败中追求答
案，夹缝中超越自我的往事。既是一
场荡气回肠的突围之战，也是一幅姹
紫嫣红的生死博弈。主人公用一个个
小日子串起了大历史，堪比一幅改革
开放的巨幅画卷，生动展现了义乌无
中生有、莫名其妙、点石成金的伟大
创举。小说表现手法朴素，处处显露
出似曾相识的生活画面。作品叙事简
洁，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在义乌边检站活动室里，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提篮女》作者首先
分享了“为什么要写《提篮女》？”

“《提篮女》给义乌带来什么？”“义乌

之路走向何方？”三方面感想。他希
望通过本次读书会，进一步激发广
大青年干部的阅读兴趣，像书中的
主人公一样，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
趁势而为、勇于破难，在更高层级上
积极参与义乌城市建设，让时代巨
轮奋勇向前。

随后，在场的青年干部们各执
己见，纷纷发表了前一阶段各自阅
读《提篮女》的真实感言。大家认为，

《提篮女》主人公王巧儿在创业过程
中展现出了坚韧拼搏和在困境中的
执着坚守。小说就像一面镜子照着
自己，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书中的女主虽工作生
活困难重重，但始终保持一种乐观
心态，从不向命运低头，对自己是一

种很好的反思。
大家认为读了《提篮女》，让人更直

观地感受到义乌人初期创业的艰辛和
义乌市场发展的爆发力。作为新时代的
青年干部，要做锐意改革的开拓先锋。
义乌从鸡毛换糖到湖清门市集，从一个
默默无闻的三无之地，发展成如今的

“世界小商品之都”，离不开义乌人敢于
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在改革初期，城
投人也见证了艰难的改革历程，听到了
许多外界质疑的声音，如国企经营干不
过民营企业，或者说国企投资项目动辄
上千万，意义何在？实践证明改革一定
是有意义的，要做改革实践者，注重经
营人才培养，只要有政策的东风进来，
趁势而起，就能抢占市场。现在是数字
时代，要争当新质生产力的先行者，对

未来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也有青年干部认为，读了《提篮

女》，第一感受是很有代入感，可以看
到身边许多长辈的身影，书中“勤耕好
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
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书中主人公王巧
儿所经历的许多坎坷和磨砺都能感同
身受，“提篮女”的角色塑造很成功，是
回望义乌40年市场发展的成功缩影。
义乌是建在市场上的城市，市场是义
乌人的命根子，从提篮叫卖到政策改
善，王巧儿有幸经历了中国最好的改
革开放时代，她就是当年下海经商浪
潮中的热血青年，怀揣着梦想走南闯
北，各种艰辛艰难唯有自知。她敏锐抓
住了改革中的各种机会，一次次超前
的政策红利，成就了千千万万勤劳能

干的“提篮女”，扩大了小商品市场的
发展规模。书中通过一系列人生经历，
以小见大，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变革，仿
佛置身于当年改革浪潮中，读完后很
有一种亲切感。

从鸡毛换糖到小商品海洋，义乌
的每一次跨越，都凝聚着无数人的智
慧和汗水，他们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生
活的重担，用两个箩筐装满生活的希
望，书写着义乌从无到有的瑰丽诗篇。
十年来，义乌城投集团无数城投人建
山中楼阁，立广厦千万间，在城市化进
程中扛大旗、走前列、争先锋，取得了
追梦路上的辉煌成就。就像书中一句
话让人记忆深刻：“世界在变，与其坐
而论道，不如趁势而为”。王巧儿对世
界充满好奇与向往，当她犹豫不决时

感觉世界很大，而当她踏出一步时，又
觉得世界好小。创业何其艰难，前方有
可能是瑟瑟寒冬，也可能是满眼春天，
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行动。

在青春共读《提篮女》读书会结束
后，义乌城投集团董事长吴中强作了
总结发言，他指出，读《提篮女》感觉十
分亲切，作者用文学手法展现了义乌
市场的发展史、奋斗史和共富史，让这
段历史有记录、有传承，很有意义。提
篮女精神体现了义乌人民的创业精
神，城投在一步步改革转型发展中，必
须要有“二次创业”的精神和勇气。

本次青春共读《提篮女》读书会，
既是一次心灵的碰撞，也是一场知识
的盛宴。在这个充满智慧的空间里，大
家分享着书中的感悟与思考，如同璀
璨的星辰在夜空中交相辉映。思想的
火花在这里绽放，每一个观点的交流
都如同灵动的音符，奏响了一曲美妙
的乐章。在这里，城投人和边检人不仅
拓宽了视野，更收获了深厚的友谊和
无尽的启迪。

通讯员 胡友大

青春作伴好读书 联学联建促发展
城投集团和边检站联合开展读书会活动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日前，市自然资
源 和 规 划（林 业）局 召 开
2024 年度松材线虫病秋季
疫情普查动员部署会。

会议传达了全省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业务培训班的最
新要求，并深入剖析了我市
在省级八轮抽检中暴露出的
问题,对存在问题的相关镇
街提出针对性整改措施。会
议要求各镇街要立即行动，
结合日常监测情况，对全域
松林开展秋季疫情普查，精

准掌握疫情分布范围、发生
面积及病枯死松树数量。会
议还讲解了金华市 2024 年
度自然资源集约利用考核评
价指标中关于松材线虫病疫
情防控的评分细则。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林
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强化规划和沟通，确保
高质量完成松材线虫病监测
调查，同时坚持“即现即清”
工作模式，快速有效遏制虫
病扩散。对涉及松材项目，严
格实施“510 清干净”标准，
防止疫情通过木材传播。

我市部署松材线虫病
秋季疫情普查工作

从一颗枣子到一条产业链
——我市大力发展枣产业发展纪实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通讯员 龚双妍 文/摄

本报讯 汽车吊钢丝绳
缓缓下降、梁板平稳就位
…… 近 日 ，在 规 划 S214、
S215 义乌江东至赤岸段公
路工程第 2 标段的项目现
场，上麻车分离式立交桥左
幅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工作。

据悉，江赤公路作为省
级重点建设项目，通车后将
全面打通江东至赤岸交通大
动脉，对增强项目沿线现代
物流区域协调发展，打造特
色文化旅游产业等具有重要
意义。其中，江赤公路第2标
段有上麻车分离式立交桥、
上麻车大桥、石壁大桥等10
座桥梁，共架设梁板693片。

截至目前，上麻车分离式立
交桥已完成左幅1-5跨共计
38片T梁梁板架设；八岭坑
桥已完成左幅 21 片 T 梁梁
板架设。

为确保梁板架设施工顺
利开展，在梁板架设前期，交
旅集团下属工程公司科学谋
划、精心筹备，全面整合人
员、设备和技术资源配置，多
次组织召开梁板架设方案专
题会确定施工方案，同时明
确现场责任分工，层层落实
到位。在施工现场，各参建方
紧盯施工中运梁、架梁等每
一环节，完善规范流程和现
场安全防护保护措施，在实
践中总结施工技术控制要
点，为保障梁板架设顺利完
成积累宝贵经验。

江赤公路第2标段
建设全速推进

凡是品尝过义乌南蜜枣的人，

皆对南蜜枣的香甜软糯回味无穷。

义乌有句民谚：“日食三粒枣，一生

不易老。”枣的营养价值不言而喻，

枣既登大雅之堂，亦入寻常百姓家。

时至处暑，走进廿三里街道西

京村，这里的百亩大枣基地里，枣子

渐熟，散发出阵阵浓郁香味。在距离

枣林百米不到的义乌市雅荷农业共

富工坊，不少枣农将成熟的枣子送

来进行加工成南蜜枣。据市农业农

村局统计，目前我市枣种植面积约

5000 亩，年产鲜枣 1000 余吨，加工

南蜜枣300余吨，年产值近亿元。

这样的现代化农业产业遵循了

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枣”中

自有答案！
晒枣晒枣

洗枣

晶莹剔透的蜜枣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见 习 记 者 陈秋池 文/摄

称枣

施工现场施工现场

（上接第一版）
市场发展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一个时间节点上
升到城市节日的高度，成为
全民共同意识，本身就彰显
了事情的非同凡响。设立

“市场开放纪念日”，就是要
回首来路、聚焦当下、展望
未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持
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
实，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
经验”，紧扣“打造典范、再
造辉煌”新使命新要求，在

“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
中打头阵当先锋作示范，推
动市场持续繁荣。

路虽远，行则至；事虽
难，做则成。

回望来时路，我们通过
奋斗，踏过千重浪、行过万

重山，义乌市场走上了世界
舞台。展望新征程，义乌将
抢抓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
改革机遇，继续以改革之力
答好市场创新发展之题。抢
抓数字贸易趋势，全力推动
商品市场优化升级，加快建
设全球数贸中心；全力拓展

“品牌出海”地图，实施跨境
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
激发外贸新动能；全力推进
中欧班列“四大体系”建设，
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建
设和机场改扩建，全面升级
海陆空物流体系，加快建设
国际陆港枢纽；全力做精做
强展会，打造全球拓客展贸
圈，持续放大义乌市场“买
卖全球、货通天下、接轨国
际”的优势，不断开辟“莫名
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
的新境界。

再向商海勇弄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