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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湖镇：小小油甘果让农民生活有“余甘”

油甘是生长于两广地区的独特水果，因其“初尝味涩，久

而回甘”的独特口感，所以属于小众水果。而产自潮汕的甜种

油甘，因果味更重、甜味更足，比一般油甘更为珍贵。

我县华湖镇祭坑村，漫山遍野的油甘已陆续成熟，像碧珠

一样挂满枝头。这里的油甘果实硕大、表皮光滑、口感甜脆，

在阳光下玲珑剔透，泛着嫩绿油光，显得格外诱人，“外在美”

和“内在甜”并存。

一、花甲之年生活有“余甘”

眼下正值油甘采摘旺季，球形、扁球形的油甘果实挂在枝

头上，华湖镇祭坑村果农郑林弟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自家果园中

的饼甜油甘与赤皮油甘：“祭坑油甘不涩，入口酥甜无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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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秋节前后是油甘成熟期，采摘期达 4 个月，可至春节。”

在祭坑村竹树埔油甘种植基地小屋前，或大或小的油甘躺在竹

编簸箕里，在这秋日里静享明媚阳光。小屋子里，郑林弟和老

伴两人正忙着挑摘油甘小枝丫。祭坑村竹树埔、鸡骨坑 10 余亩

油甘种植基地里，记录着 68 岁的郑林弟 10 年来种植油甘的点

点滴滴。

油甘本

身就是南药

的 一 个 品

种，既可以

吃，也可以

入药，用途

比较广泛。

油甘果实药

食同源，自

魏晋以来，在我国已有 1000 多年的食用和药用历史。李时珍《本

草纲目》称：“（余甘子）主治风虚热气，丹石伤肺，久服轻

身，延年长生，有解金石毒，解硫黄毒。”现代医学认为，油

甘果实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尤其是维生

素 C 的含量很高，是苹果、柑橘的几十乃至上百倍，且药用价

值高，能有效减少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降低血压、助消化，

具备润肺化痰、生津消渴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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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土壤富含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华湖镇位于惠

来县中部，西北背靠大南山脉，北倚雷岭山，是栽培优质油甘

的最佳产地。得益于华湖镇优异的地理位置与水土气候条件，

祭坑油甘在油甘舞台上“鹤立鸡群”。有别于普通油甘的酸涩

回甘，华湖镇的祭坑油甘果实硕大、甘甜回味、脆嫩多汁、口

感酥脆，一时间打破了人们对油甘酸涩的认知。

“经济收入提高了，日子也过得甜起来。”郑林弟一边采

摘油甘，一边说着近年来自己的生活变化。郑林弟经过不断地

实验、改良、优化，坚持培育油甘，不吝将种植油甘经验传授

给村民及周边种植户，把这份甜分享给乡里人。

二、小小油甘未来可期

油甘，学名余甘，《中国药典》称油甘果有清热凉血、消

食健胃、生津止咳的功效，用于血热血瘀、消化不良、腹胀、

咳嗽、喉痛、口干等症状，它是一种药食两用水果。

“油甘属野生或半野生水果，是小众水果。新茶饮行业大

规模地使用油甘原料，直接带动上游油甘的采购价格上涨近 10

倍，显著提高了种植户的收入。”提到华湖祭坑油甘种植，祭

坑村党支部书记黄文强介绍，“祭坑村 529 户，总人口 2723 人，

经济作物主要有荔枝、龙眼和油甘等，目前全村有 10 余户农户

种植油甘，种植面积总共约 300 亩，主要有饼油甘、赤皮油甘

两个品种，年产量可达 50 万斤，产出的油甘主要由采购商成批

采购。”



4

日前，华湖祭坑油甘已上线惠来数字农业云平台小程序。

虽然祭坑村甜油甘与赤皮油甘已在华湖土地上“安家落户”近

10 年，传统的油甘产销给华湖镇农户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不过，华湖镇油甘产业仍存在种植方式传统粗放、种植户老龄

化严重、生产局面单一、产品深加工缺位、品牌化不足等问题，

逐渐成为制约当地特色农业发展的短板。如何补齐这些短板，

一直是华湖镇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湖镇党委书记陈泽华说：“如

何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通道，推动油甘产业结构优化提升，

让华湖油甘走向全国，走出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

们一直不懈努力的方向。”对于华湖镇油柑产业接下来的发展，

陈泽华早有打算，“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华湖得天独厚的自然

生态条件，积极推进农旅结合模式，在华湖油甘品牌打造过程

中串珠成链，建立农业休闲观光园区和亲子采摘基地，发展集

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油甘观光产业园。”

送：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领导同志，市委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各镇（场）党委（总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