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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TOP100”报告发布，新会陈皮
力压五常大米、长白山人参、普洱茶等知名农业品牌，以983.75的品牌影响力指数
问鼎榜单。

2018-2019年，新会陈皮连续两年入围“区域农业产业品牌—中药材产业”影响
力指数榜，皆位列第4名。2020年，新会陈皮以96.34的影响力指数，位居区域农业
产业品牌中药材产业榜第一，连续3年成为广东唯一入选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

指数的中药材产业品牌。今年更以榜首姿态惊艳四座，再次汇聚多方目光。
千百年来，新会陈皮这个岭南文化符号，造就了新会“陈皮之乡”的美誉。一直以

来，新会依托这块“皮”，不断深挖陈皮文化内涵，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产业发展难题痛
点，最终撬动起上百亿元的产业链条，打响了产业品牌名片，“一块皮”成就了“大产
业”，正在走向“大世界”。

二十余年坚守初心
“新会陈皮”品牌蝶变之路

老广东知道陈皮的好，以其药性入膳，
烹制珍馐百味；中医懂得陈皮的好，用陈皮
入药，治愈顽疾；岁月知道陈皮的好，让时
间带出陈皮的味道和价值……而最懂陈皮
的，还是新会，这里孕育了中国最道地的陈
皮——新会陈皮。

新会陈皮是“广东三宝”之首，享有“千
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据1908年的
《新会乡土志》记载，陈皮为当时主要物产
之一，销往全国各地。如今，新会陈皮名声
大振，但难以想象的是，上世纪90年代，由
于历史原因，新会陈皮的生产销售曾一度
跌落低谷，新会陈皮曾是滞销的“破橘子
皮”，“果贱伤农”是老一辈柑农记忆中的一
道伤疤。

前路崎岖，但新会人永不言弃。二十
多年来，凭借新会人对产业发展的信心以
及众志成城的决心，新会陈皮走出了示范
化的品牌发展道路。

2002年12月，由果农发起，经新会区
农业局和区工商联（总商会）推动，新会柑
（陈皮）行业协会成立，这有利于新会陈皮
行业的生产、销售、科研和利益保护，产业
宣传力度逐步加大。

2006年，新会陈皮及其唯一的原料新
会柑，双双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和“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配套
了相关管理规定，为新会陈皮产业发展打
了一剂“强心针”。

2008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柑》
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两个地方
标准出台实施，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

2009年，新会陈皮被列入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同年，被广东省食文化研究
会特产文化专业委员会、岭南食文化品牌
推介委员会评为“广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
特产”。

2011年，新会被中国药文化研究会命
名为“中国陈皮之乡”和“中国陈皮道地药
材产业之乡”，第一届中国新会陈皮文化节
成功举办。

2013年，新会被中国药文化研究会授
予“中国和药文化示范基地”。同年，新会
陈皮被广东十宝评选活动组委会评为“广
东十件宝”之首。

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成
功进入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
单。

2018年，新会全区新会柑种植面积达
6666.7公顷（10万亩），新会陈皮全产业产
值达66亿元。

2019年，新会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成功创建，新会陈皮全产业产值达85亿
元，新会陈皮、新会柑双双入选“2019全国
乡村特色产品”目录，新会陈皮入选全国乡
村产业振兴典型案例。

2020年，新会陈皮在抗疫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并入选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成效专题片拍摄案例，新会陈皮产
业链从业人员约5万人，总产值首次突破
百亿元，达102亿元，新会陈皮排名中国区
域农业产业品牌中药材产业榜第一。

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中药炮
制技艺）入选传统医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陈皮全产业链典型
县入选全国产业链示范县等。

今年，新会陈皮问鼎“2022中国区域
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TOP100”，足见
新会陈皮区域农业产业品牌持续做大做强
的强劲势头。

一直以来，新会区着重新会陈皮品牌
打造，潜心做好“一块皮”，积极弘扬陈皮文
化，把做大做强陈皮产业作为乡村振兴、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新会陈皮产业
发展质量和品牌效应不断提升，影响力也
逐渐从地方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近年
来，新会区更以新会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为抓手，用“一粒柑、一块皮”打造
三产融合特色产业发展标杆，2021年全产
业链总产值达145亿元，带动全区6.5万人
就业，跑出富民兴村的“新会速度”。

七大条件独特技艺
一块道地新会陈皮的诞生

人人皆知“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
胜黄金”，而这“胜黄金”的陈皮，恰恰正是
道地的新会陈皮。

陈皮，源于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变
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其中，以新会柑果皮
为原料制成的广陈皮最为道地。明代“药
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记载，（橘皮）

“今天下多以广中来者为胜”。清代医典
《本草备要》也记“广中陈皮者良”，广中，一
说即今新会。近年来，新会陈皮更是声名
鹊起，作为不可多得的药食同源、食养俱佳
的著名地方土特产，新会陈皮被奉为“广东
三宝”之首、广东十大道地中药材之一。

常有人问“何为正宗新会陈皮”，新会
本土农艺师、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
科员潘华金认为，道地的新会陈皮应符合
以下七个条件：新会种（zhǒng）、新会种
（zhòng）、新会陈、新会工、新会气、新会
场、新会风。

新会种（zhǒng），即品种为本土原产
的茶枝柑；新会种（zhòng），即在新会种
植，施行新会特色的种植方式方法；新会
陈，即开皮后在新会“自然、活性、健康”陈
化三年；新会工，即用新会的特有的工艺、
技术进行加工储藏；新会气，即在新会特有
的气候下，新会陈皮能陈化出最佳效果；新
会场，即新会的环境、水土尤其适合新会柑
生长；新会风，即新会一方人文、风俗、人
情，新会人懂陈皮、爱陈皮、种陈皮、用陈皮
已成风俗文化。

其中，新会种（zhǒng）、新会种
（zhòng）、新会陈是一块道地新会陈皮诞
生的关键所在。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新会开始进行品
种选育工作，选育出新会柑“大洞05”等优
良单枝；90年代起，新会联合华南农业大
学、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东省农科院等院
校和中国柑橘研究所等机构开展提纯复壮
良种等相关工作，在1996年和1998年先
后成立“南亚热带良种繁育基地”和“广东
省水果良种苗木繁育场”，构建起完善的

“新会柑橘良种无病苗繁育体系”，并于
1997年成功培育出首株良种无病新会柑
苗，批量供应大田生产需要。

目前，新会柑种植点分布在全区11个
乡镇，有5000多户种植户。无论是水田种
植还是山地种植，新会人在多年的劳作中
摸索出不少特有的种植技艺，如春秋栽植、
密度管理、土壤与施肥技巧、防旱管理、梯
级种植、灌溉方式等，正所谓“实践出真
知”，种植技术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得以
流传发展。除此之外，市、区农业部门会定
期组织专家下基层，为基层农民开展种植
管理培训，帮助柑农解决种植问题和困难。

另外，为了全方位提升新会柑果树品
质，形成示范品牌作用，新会陈皮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已认定83家新会柑高品质档案
农场和农产品安全示范点，全维度开展产
品质量安全、环境质量安全和重大病虫疫
情监测，强化生态环境和产品质量监测与
保护，推动绿色健康种植与产品质量认证，
构建生态友好和品质优良种植技术体系。

在新会种出新会柑后，接下来就要进
行重要一环——炮制新会陈皮。该技艺流
程包含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陈化，

“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
种、三瓣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
化、长久贮存”，是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
艺。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
目名录。

新会陈皮既能入药，也能日常食用。
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总黄
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陈皮
贮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会越高，陈皮年
份越长越好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
的陈皮，价格也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
况来选择陈皮。

千年人参，百年陈皮。每一块褪去光
鲜外表、得到岁月沉淀的道地陈皮，都是新
会人心中的宝贝。

全程溯源道地保真
新会陈皮“含金量”提升

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新会柑，是由新会
柑农在700余年漫长种植历史中从新会本地
种植的茶枝柑筛选出来的，是全国罕见的“一
果双地标”“皮肉兼用、皮比肉贵”的柑橘品
种。新会陈皮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又是传
统的香料和调味佳品，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药
食同源产品。早在宋代，新会陈皮就成为南
北贸易的“广货”之一，行销全国和南洋、美洲
等地区，享负盛名。2021年，新会陈皮全产
业链总产值达145亿元，带动全区6.5万人就
业。

在产业越做越大、品牌越擦越亮的同时，
新会陈皮产业也遇到不少发展阻碍和挑战。
为保障新会陈皮道地性，维护品牌形象和价
值，近年来，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多措并举，
致力于构建新会陈皮产业全链条溯源体系，
为生产流通全过程打造“安全屏障”，提升道
地新会陈皮“含金量”。

10月28日，由政府指导打造的新会陈皮
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的新
会陈皮产业地图界面覆盖全区11个镇（街、
区），目前，已录入168个村（社区）9377户新
会柑种植户和2092家新会陈皮经营者信息，
覆盖新会柑种植和新会陈皮生产、仓储、流通
全过程，通过“一图、一库、一网、两微、一平
台”，精准采集全区新会柑种植和新会陈皮生
产仓储经营主体数据信息，以现代信息技术
助推完善新会陈皮道地性品牌保护和溯源管
理工作，实现新会陈皮的道地生产数据化、溯
源监管智慧化、品牌保护系统化。

新会区岭南臻宝陈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健荣是最先体验上述数字系统的陈皮企
业家，他表示：“作为新一代从事新会柑种植、
新会陈皮经营的‘新农人’，我认为这个系统
很方便，也很容易推广。我们学会使用后，老
一辈的种植户也很感兴趣，都来问我们如何
在客商那边更好地推广系统，一起研究、交
流，让不同年龄的种植户都能学会使用系
统。”

除了政府发力，保障新会陈皮区域公共
品牌保护和道地陈皮品质外，作为真正投身
市场经营的新会陈皮企业，也各出奇招，想方
设法保障产品道地性，打造产品“身份证”，让
消费者买得放心。

新会陈皮村是最早建立新会陈皮溯源系
统的企业。该企业率先制订了细致的新会陈
皮产品质量、加工及仓储标准，严格控制陈皮
加工技术及过程，其标准仓储服务一直备受
追捧。在该企业的标准仓储间，每一个标准
仓储箱外均贴有一张“身份证”，由电子溯源
系统支撑实现，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查询产
品信息、追溯产品来源，保证每一块新会陈皮
都货真价实。

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会
区第一家以新会陈皮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在新
三板挂牌公司，尤其重视源头农产品质量，已
与新会区各镇（街）有关柑农、柑桔专业合作
社建立合作，组建丽宫产业联盟，鼓励柑农规
范种植新会柑，并做好种植溯源记录。

在新宝堂，产品身份溯源实现“从田间
到客户”的全覆盖。在选种种植环节，新宝
堂与能提供自产自销证明的合作社和农户
合作，收购新会柑并严格把控其质量。在仓
储陈化环节，上万袋新会陈皮被分类摆放在
仓库内，仓库的每一单元均额外设有一张物
料标识卡，用于标识产区、种植户、数量、采
收和进仓时间等信息。制成礼盒、礼箱
等新会陈皮产品后，二维码“身份证”
会附在包装上，消费者可查看产
区、采摘时间、进仓时间、陈化年
份等信息。

泓达堂则通过开发溯源
系统，建立溯源数据库，为
每款产品贴上专属溯源
码作为其专属“身份证”
的方式，将品质把控贯
穿于种植、生产、加
工、运输整个过程，实
现了新会陈皮从田
间到仓储流通的全
过程数字化追溯。

专注“一块皮”“一粒柑”
新会陈皮产业链不断延伸发展

一块小小的陈皮，在新会这片沃土上书写
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时代篇章。小小陈皮，
是千年古郡厚重历史的积淀，也是侨乡新会独
有的文化瑰宝。新会陈皮各行各业专注“一块
皮”“一粒柑”，不断延伸新会陈皮产业链，形成
药、食、茶、健、文旅和金融等六大类100多款产
品。

一直以来，新会人乐于推“陈”出新，在制好
每一块皮的前提下，还懂得将新会陈皮与各类
元素相结合，延伸产业链，市面上的新会陈皮衍
生产品众多，从陈皮饼、陈皮茶、陈皮酒、陈皮
菜、陈皮调味料和陈皮凉果等特色产品，到陈皮
酵素、陈皮虫、陈皮保健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再
到近年来，对于新会柑肉的创新再利用，以新会
柑果肉为原料，制成有助于睡眠的陈皮酵素，或
酿成具有东方特色的白兰地等。

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便是代表
之一。2017年，丽宫国际成功挂牌新三板，成
为新会区第一家以新会陈皮产品为主营业务的
挂牌公司，获得“新会陈皮第一股”称号。在丽
宫国际的展示馆中，陈列着陈皮酒、陈皮月饼、
陈皮酱等产品。“如今，丽宫国际拥有5大系列
32种陈皮加工产品，年产值超1亿元，拥有9项
与新会陈皮相关的国内授权发明专利。”丽宫国
际总裁区柏余说。

陈皮老鸭汤、陈皮排骨、陈皮红烧肉……提
及“陈皮+”美食产品，不得不佩服新会人的巧手
匠心，他们会把陈皮和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让陈
皮从点睛之笔的佐料，成为大放异彩的主角。自
2018年“粤菜师傅”工程实施以来，新会作为“中
国陈皮之乡”，立足本地特点和优势，搭建竞技平
台，深化校企合作，助力“粤菜师傅”工程和五邑
美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编印“陈皮菜
谱”，开设了“新会陈皮美食馆”，在推广“新会陈
皮风味宴”的同时，打响了“新会陈皮美食”品牌。

除了着眼研究“皮”外，一直受到忽视的柑
肉如今也是产业链延伸中的“香饽饽”。2017
年，新宝堂陈皮酵素正式面世，该产品以新会柑
的果汁为母液，结合新会陈皮、人参、枸杞子、山
楂等药食同源的中药材，通过生物发酵技术制
作而成，有助于改善人们失眠状况。

广东佰世富东方白兰地股份有限公司同样
活用了柑肉，制出了香醇的东方白兰地。据了
解，该公司使用果汁超滤杀菌技术将新会柑肉
制成细腻的柑汁，再运用独创技术，推出了三款
独具东方特色的新会柑果酿制酒，满足不同场
合、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新会陈皮产业链的延伸并
不仅仅局限于看得见的实物上。在充分了解新
会当地柑树种植户、陈皮商家资金需求基础上，
2019年，新会区政府与江门农商银行合作创
新，推出“柑树贷”“陈皮贷”“农业政银保”“葵乡
惠农贷”等特色产品，以借助政策手段方式，援
引金融活水，化解种植户及商家的实际困境、打
破制约陈皮产业、陈皮品牌发展的资金瓶颈，助
力新会陈皮产业发展。

↓千百年来，新会陈皮这个岭南文化
符号，造就了新会“陈皮之
乡”的美誉。

小青柑制成的柑普茶深受消费者喜爱小青柑制成的柑普茶深受消费者喜爱。。

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是新会柑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是新会柑。。

文/图 任晓盈

新会陈皮既能入药新会陈皮既能入药，，也能日常食用也能日常食用。。

新
会
陈
皮
走
好
高
质
量
发
展
道
路
，撬
动
百
亿
产
业
链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