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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情概况

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源头、浙皖闽赣四省边际，市域面积 8844 平方公里，辖柯城、

衢江 2 个区，龙游、常山、开化 3 个县和江山市，户籍人口 255 万。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 8 次到衢州调研，作出了“成为全省经济向中西部临省拓展的

一个桥头堡”、“打造四省边际中心城市”、“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等一系列重要指示，

为衢州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衢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

和衢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项事业

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23 年，全市 12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 11 项指标增幅进入全省前五，其中 6

项前三、3 项第一，地区生产总值 2125.2 亿元、增长 6.8%，增幅列全省第五。2024 年一季度，12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 11 项指标增幅进入全省前四，其中 9 项前三、4 项第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3%、

增幅列全省第四。

南孔圣地·文化名城。衢州有万年文化史和四千多年的建城史，有江南地区保存最好的古代州级

城池衢州府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衢州府城墙，1994 年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衢州是“南

孔圣地”，北宋靖康之乱后，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带领族人随宋高宗南迁，被赐

家于衢州，从此衢州成为圣人孔子后裔的世居地和第二故乡、儒学文化在江南的传播中心，孔氏南宗

家庙是全国仅有的两座孔氏家庙之一。衢州是“围棋仙地”，“王质遇仙，观弈烂柯”的故事就发生

在衢州境内的烂柯山，这是我国围棋起源最早的文字记载，衢州也成为声名远扬的围棋文化发祥地。

衢州是伟人毛泽东的祖居地，江山清漾村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档案局以及毛泽东嫡孙一致

确认为“江南毛氏发祥地”和毛泽东祖居地，《清漾毛氏族谱》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多年来，衢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实施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文化修成“古城三修”工程，培育弘扬“崇贤有礼、开放自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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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的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全力打响“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2020 年以全国第四名的

优异成绩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位列 2024 中国地级市品牌综合影响力指数第 29 位。

钱江源头·生态美城。衢州地处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仙霞岭山脉、怀玉山脉、千里岗

山脉将衢州三面合抱，常山江、江山江、乌溪江等九条江在城中汇聚一体。生态环境优良，全市森林

覆盖率接近 70%，出境水水质保持Ⅱ类以上，连续 9 年夺得浙江省治水最高荣誉“大禹鼎”、连续 3

年夺得“大禹鼎”金鼎，是浙江的重要生态屏障、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先后获评联合国“国际花园城市”、世界长寿之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文旅资源丰厚，衢州

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首个国家休闲区试点，共有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江郎山—廿八都旅游区等 2

个 5A 级景区和 14 个 4A 级景区，江郎山是浙江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钱江源国家公园是华东地区

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龙游姜席堰与都江堰、灵渠等一同跻身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打造好听音乐

会、好吃“三衢味”、好看大花园、好玩运动场等“四好衢州”文旅产品，努力成为“诗画浙江”中

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和世界一流生态旅游目的地。“两山”实践有为，全国首创碳账户体系，全市域推

进“两山合作社”改革，谋划建设全长 280 公里的“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扎实推进以共富搬迁

为龙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城市，2023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增幅连续 11 年

位居全省前三。

衢通四省·开放新城。衢州南接福建南平，西连江西上饶，北邻安徽黄山，东与省内金华、丽水、

杭州三市相交，历来是浙皖闽赣四省边际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

也是联接长三角、海西、珠三角三大经济区的重要节点。立体交通通江达海，境内航空、铁路、公路、

水运齐全，民航方面，已开通 26 条航线，可直达北京、深圳、广州、成都、西安等 25 个城市；铁

路方面，已建成运行沪昆、杭长、衢九、衢宁等 4 条铁路，在建的杭衢高铁将于 2025 年通车，届时

杭衢时空距离将缩短至 41 分钟，基本实现杭衢同城一体化；公路方面，杭金衢、杭新景、黄衢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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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丽温 4 条高速公路经过衢州；水运方面，钱塘江中上游航道已经全部打通，千吨级货轮可直达上海

港和宁波舟山港。区域协作双向“建群”，向东深化“融杭联甬接沪”，加强与杭州、宁波的战略合

作，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西与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合作共建浙皖

闽赣（衢黄南饶）联盟花园，与江西上饶共建浙赣边际（衢饶）示范区，持续拓展开放格局和空间。

开放经济加速崛起，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国际经贸

合作，获批自贸联动创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正在申建综合保税区，2023 年首次跻身全国外贸百

强城市。

“五链”融合·活力之城。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深入开展工业强市十大专项行动，加

快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五链”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发展活力迸发。锻

造产业链，2021 年以来，先后引进时代锂电、吉利“三电”、金瑞泓、鹏辉科技、先导稀材、一道

新能源等 13 个投资超百亿元制造业项目，打造形成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命健

康、特种纸六大标志性产业链。深耕创新链，以市委全会高规格部署科技创新工作，先后与浙江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合作共建高能级平台，成功创建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新中心，实现“一

产业一研究院”，2022 年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省第二方阵，2023 年位列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第

69 位。建强人才链，2021 年以来共引进院士团队 5 个、青年大学生 10 万余人、高层次人才项目 140

个，位列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百强榜第 47 位。厚植资金链，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

市域的“3+N”基金矩阵，大力实施资本招商“双千计划”，形成了具有衢州特色的“以投促引”模

式，基金规模达到 700 亿元，计划到 2026 年实现基金集群规模 1000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2000 亿

元，打造成为长三角创投新势力“第一城”。优化服务链，衢州是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先行先试

地，连续三年位居全国营商环境评价地级市前二，连续两年入选标杆城市。近年来，大力实施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获省改革突破奖金奖，创新实施“企呼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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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清半月谈”、“企业亮灯日”等机制，加快构建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打造产业链关键

企业最容易落地、最适宜发展的城市。

进入新时代，衢州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站上了属于自己的强劲风口。衢州市将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忠实践行殷殷嘱托，聚焦“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三条基本路径，全面落实省三个“一号

工程”和“十项重大工程”，全力打造四省边际现代产业、人才科创、数字变革、开放开发、交通物

流、全域旅游、文化文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绿色生态等十个“桥头堡”，加快建设具有强大吸

引力、辐射力、带动力、引领力的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奋力推动衢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省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山区和省际地区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建设之路，

为全省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贡献更多衢州力量。

历史沿革

衢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考古资料表明，远在五、六万年前，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丛林密布，是一个鸟语花香、马嘶鹿鸣、猿啼虎啸、野牛成群、野猪结队的原始天地。我们的祖先就

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西周三代这里属于越之地。春秋初为姑蔑国，后为越国西部姑蔑地，县治

即今龙游。东汉初平三年（192）析太末置新安县，衢县自此而建。南朝陈永定三年（559）一度置

信安郡，为衢地设领县建制之始。唐武德四年（621）置衢州，旋废；垂拱二年（686）复置，此后

千余年，止 1949 年解放，衢城历为州府路道区的治署所在。1949~1955 年是浙江省衢州专员公署

驻地，1985 年建为省辖市。1958 年巨化前身的衢州化工厂成立，成为国家化学工业基地之一。1994

年衢城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18 年 12 月获联合国“国际花园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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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

矿产赋存种类多，全市已探明储量的矿产 32 种，矿产地 96 处，其中大型矿床 5 处，中型矿床

15 处。 已探明矿产中居全省前列的有石煤、石灰岩、黄铁矿、叶蜡石、大理岩、耐火粘土、铀

矿等。位居全国前十位的有石煤、石灰岩矿。主要矿产及累计探明储量有：煤 813 万吨，石煤 7.37

亿吨(预测总量 61 亿吨)、石灰岩 5.81 亿吨(预测总量 31.3 亿吨)、黄铁矿 3345 万吨(有省内最大

的硫铁矿生产矿山)、叶蜡石 270 万吨、莹石 301 万吨、大理岩 1726 万立方米，耐火粘土 181.9

万吨、含钾砂岩 702 万吨，磷矿 494 万吨、钒矿(石煤层中伴生五氧化二钒)310 万吨、铀矿 4500

吨。此外，金属矿产也探明部分储量：铜矿 2.22 万吨(2 处)、铅矿(5 处)2.91 万吨、锌矿(5 处)8.89

万吨、钨矿(2 处)1842 吨、锡矿(2 处)1927 吨、银矿(伴生)153 吨、黄金(2 处)84 公斤。 天然饮

用矿泉水源地 3 处。

地理位置

衢州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金（华）衢（州）盆地西端，南接福建南平，西连

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省内金华、丽水、杭州三市相交。“居浙右之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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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川陆所会，四省通衢。地理坐标为位于东

经 118°01′15＂～119°20′20＂，北纬 28°15′26＂～29°30′00＂。东西宽 127．5 公里，

南北长 140．25 公里，总面积 8844.6 平方公里，是闽浙赣皖四省边际中心城市，浙西生

态市。

气候条件

中亚热带湿润气候

衢州市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光热充足、降水丰沛、

气温适中、无霜期长，具有“春早秋短、夏冬长，温适、光足，旱涝明显”的特征。全年冬

季风强于夏季风，最多风向市区、常山为东北偏东风向，龙游、江山为东北风，开化为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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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地貌多样，春夏之交，复杂的地形条件有助于静止锋的滞留，增加降水机遇。盛夏之际，

台风较难深入境内，影响较小，静热天气较多。

春季——先后从 3 月 14～18 日进入春季，5 月 19—20 日结束，历时 66~72 天。春

季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气温呈波状上升。雨水明显增多，晴雨瞬变，遇强冷空气侵袭时，易

产生冰雹大风。

夏季——先后从 5 月 20~29 日进入夏季，历时 113~133 天。夏初至 7 月初，为全年

降水最多的时期，梅雨季节，雨日多，降水量大，并常有大雨、暴雨，易造成洪涝灾害。梅

雨期后，各地进入盛夏，以晴热天气为主，易发生旱灾。降水量少，多为午后局部雷阵雨，

雷雨时常伴有大风，造成风灾。盛夏是全年台风出现最多的季节，但入境次数较少，影响不

大，台风带来的降雨常能缓解旱情，但局部地带也可能形成山洪暴发等灾害。

秋季——自 9 月 19~30 日，境内先后进入秋季，11 月 18～29 日结束，历时 60~61

天。初秋，冷暖空气相持，形成低温阴雨天气，但整体以晴天少雨天气为主，时有干旱，形

成夏旱连秋旱。深秋，天气晴好，气温宜人，俗称十月小阳春。

冬季——从 11 月 19~30 日进入冬季，次年 3 月 13～17 日结束，历时 105～11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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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天气干冷，常有霜、雪、冰冻等天气。遇寒潮侵袭，易产生大雪、冰

冻等灾害性天气。

气候资源量

光能资源

太阳辐射总量，全市在 101．9~113．5 千卡／平方厘米之间。其地区分布不均衡，低

丘、平原高于高丘、山地，低丘平原为 107．8~113．5 千卡／平方厘米，是全省高区之一，

西北山区和东南山区较少，如开化城关仅 101．9 千卡／平方厘米。其时间分布，1 月份最

少，7~8 月最多。

全年日照时数为 1785．7~2118．6 小时。最多年份是 1963 年，年日照总量为 2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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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最少年份是 1989 年，年日照总量为 1401．7 小时。

热量资源

年平均气温为 16．3℃（开化）～17．4℃（市区）。1 月平均气温 4．5℃～5．3℃；

7 月平均气温 27．6℃～29．2℃；>10℃活动积温 5152～5508℃，持续时间 237～248

天，历年平均初霜日期 11 月 19 日，终霜日期 3 月 5 日，无霜期 251~261 天。境内极端

最高气温 41．8℃（常山天马镇），极端最低气温-11．4℃（龙游县龙游镇），海拔 440

米的梧村，曾记录过-13．9℃。

降水资源

降水量从 1 月份开始逐月增加，春季受华南静止锋影响，各地 3 月~4 月份雨量在

395mm～440mm，占全年的 23％~26％。5 月初到 6 月底，正值春末初夏季节替换，雨

量、雨日剧增，总雨量在 500mm～610mm，是全年降水量最多又最集中的时段，容易引

发洪涝灾害。7 月上旬开始，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全市进入盛夏高温季节。9 月份以

后，冬季风势力增强，降水量逐渐减少，10 月到翌年 2 月降水量全市在 370mm～392mm，

为全年的 21％～23％。7 月、8 月、9 月三个月的总降水量全市为 337mm～407mm，占

年降水的 20％~22％。这时期由于气温高、蒸发大，容易发生旱情，又称为干旱期。

降水地域差异明显，各地年平均降水量在 1500～2300mm 之间，沿江河谷平原在

1700mm 以下，向两侧丘陵山地递增，递增率为 40~80mm／100m，其中以 3~6 月增率

最大。南北山区降水多于中部平原，西部降水多于东部。

主要灾害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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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主要气象灾害有洪涝、干旱、大风、冰雹和大雪。

洪涝洪涝与梅雨期多暴雨（日雨量大于 50 毫米）和大暴雨（日雨量大于 100 毫米）有

关，梅雨期暴雨占全年的 60~70％。洪涝的发生频率西部高于东部，山区高于平原，与暴

雨的地理分布一致。梅雨期暴雨沿江平原年均 2～3 次，溪流河谷和丘陵山区年均 3~5 次。

干旱四季皆有发生，夏旱的发生频率最高，其次是秋旱和冬旱，春旱少见。旱情的分布特点

是：大旱不进山，旱在黄土岗，沿江平原及其两侧丘陵地区干旱发生频率比山区高。旱情也

重于山区。

大风八级以上大风全年各月均有发生，以盛夏最多，占全年大风总次数的 40％～50％，

春季次之，占 17～27％。大风出现次数以常山最多，年均 5 次左右，个别年份达 15 次之

多。江山、龙游和衢江、柯城年均 3～4 次。开化最少，年均 2—3 次。

冰雹大都出现在春夏两季，尤以春夏之交的 4~5 月最多，占一半以上。江山冰雹最多，

年均接近一次，常山、龙游和衢江、柯城次之，约 2 年一次。开化最少，平均 4~5 年才出

现一次。冰雹的移动线路：有 5 条自江西省入开化、常山、江山等县（市），然后向偏东

方向移动；1 条自淳安县和建德市进入衢江区，后折向东南移到龙游境内。

大雪 90％以上集中在 1~2 月。除山区外，其它地区每年出现一次左右，最多一年出现

8 次，也有不少年份全年无大雪。

区划人口

衢州市辖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市、龙游县、常山县和开化县。

柯城区辖府山、花园、荷花、信安、双港、衢化、新新、白云 8 个街道办事处，石室、华墅、

沟溪、姜家山、七里、九华、万田、黄家 8 个乡，航埠、石梁 2 个镇，56 个社区居委会，213 个村

委会。总面积 609 平方公里，人口 44.68 万，区人民政府驻衢州市区荷三路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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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辖云溪、太真、双桥、周家、灰坪、黄坛口、举村、岭洋 8 个乡，高家、莲花、峡川、

杜泽、上方、廿里、后溪、湖南、大洲、全旺 10 个镇，浮石、樟潭 2 个街道，279 个行政村、6 个

社区居委会。总面积 1748 平方公里，人口 41.16 万，区人民政府驻樟潭街道府前路 6 号。

龙游县位于衢州市东部。东连金华，南邻遂昌，西接衢江区，北交建德，东北与兰溪接壤。县域

总面积 1143 平方公里，辖 6 镇 7 乡 2 街道，人口 39.97 万，263 个行政村、11 个社区居委会。县

人民政府驻龙洲街道太平西路 28 号。

江山市位于衢州市西南，东北面柯城区，东邻衢江区、遂昌县，南连福建省浦城县，西接江西省

玉山、广丰县，北与常山县相交。总面积 2019 平方公里，人口 61.33 万。辖 3 个街道、11 个镇、5

个乡，292 个村、16 个社区居委会。市人民政府驻双塔街道中山路 118 号。

常山县位于衢州市西部。东邻衢江区，南靠江山，西南与江西省玉山县交界，西北与开化毗邻，

东北部与杭州市淳安县相接。总面积 1099 平方公里，人口 34.36 万。辖 6 个镇、5 个乡、3 个街道、

180 个行政村、10 个社区居委会。县人民政府驻天马街道胜利街 29 号。

开化县位于衢州市西北部。东北邻淳安县，东南连常山县，西与西北分别与江西的玉山县、德兴

市、婺源县相依，北接安徽休宁县。总面积 2236.61 平方公里，人口 36.05 万。辖 8 个镇、6 个乡，

255 个行政村、11 个社区居委会。县人民政府驻芹阳办事处解放街 54 号。

民族

全市人口主要为汉族。衢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有 46 个少数民族成分，3.9 万人口。

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畲族群众有 2.2 万，其次是苗族、彝族、土家族、布依族。世居在衢州的少数民

族主要是畲族和回族，其它少数民族群众基本上是由于婚嫁、工作分配和调动来到衢州的。全市民族

乡村分布已形成“1+49”格局，即 1 个民族乡（龙游县沐尘畲族乡）和 49 个畲族民族村。现有 2

所民族小学，柯城区大成小学民族校区和龙游县沐尘乡民族小学。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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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截止到 2021 年 5 月，有市、

县（市、区）爱国宗教团体 26 个，其中市级宗教团体 6 个（衢州市佛教协会、衢州市道教协会、衢

州市伊斯兰教协会、衢州市天主教爱国会、衢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衢州市基督教协会）。经批准

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297 处（佛教 93 处、道教 1 处、基督教 188 处、天主教 14 处、伊斯兰教 1 处），

有宗教教职人员 397 人（比丘 78 人、比丘尼 18 人、道士 100 人、阿訇 1 人、神父 3 人、修女 2 人、

牧师 6 人、教师 3 人、长老 40 人 、传道员 146 人）。有登记编号的民间信仰场所 243 处。

2023 年末户籍总人口 253.92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129.11 万人、女性人口 124.81 万人，分别

占总人口的 50.8%和 49.2%。全年出生人口 1.36 万人，出生率为 5.33‰；死亡人口 2.01 万人，死

亡率为 7.8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6‰。据 2023 年 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2023 年末全

市常住人口 229.7 万人。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237 元，比上年增长 6.5%，扣除价格因素增长 5.9%。按常住

地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60592 元和 33993 元，增长 5.4%和 8.0%，扣除价格

因素分别增长 4.8%和 7.4%。全体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29298 元，增长 8.6%，扣除价格因素增长 8.0%。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 35962 元和 21615 元，增长 6.9%和

11.1%，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 6.3%和 10.4%。（2024 年 4 月更新）

民俗风情

衢州地处闽、浙、赣、皖交界之处，从雕刻建筑、饮食习惯到地方曲艺、民情风俗均深受周边地

域文化的影响。在对吴越文化、徽派文化以及福建的八闽文化和客家文化等诸多文化因素兼容并蓄的

基础之上，衢州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衢州地方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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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历史悠久，人文丰富。古为百越之地，至今还有畲族留居于此。本区域以汉民为主，衢州本

地人基本和大多数汉民的习俗一样，重要的还是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

等传统节日。此外衢州人还过立夏、冬至、六月年、麻糍等节日。

春节通常除了年夜佳肴要准备外，通常还准备年糕、发糕、清明果、八宝菜、江山糕、索面、冻

米糖和粽子。粽子在衢州不仅是端午的节日必备，也是过年的常备，各地还略有不同，龙游人爱发糕，

江山人喜粽子，常山人好做索面。而年夜守岁是主要的内容，通常是要到 12 点才放鞭炮来辞旧迎新

的!压岁钱还是小朋友少不了的最爱。

元宵除观灯外，通常要耍龙灯。

清明节要做的是清明果，一种以米粉为原料的小圆饼。这个节日要扫墓，有前三后七之说(清明

前三日后七日都可扫墓)。

端午除了粽子，甜酒酿则是这个节日的主饮，另外还有茶食等零嘴食品，五花八门花样不少。端

午是衢州人颇为重要的节日，古时衢州的小孩还都要穿肚兜带斗笠，这就是由一个典故《王志斩蛟》

所带来的习俗。

立夏时值农忙，衢州农俗有吃麦饼、烧饼、油条的习俗，这一天不可少的菜色是苋菜，正当时的

上时菜。

七夕这个节在衢州并不重要，但还是有的地方是要过的，相对来说后面的节日那就是要紧的多了!

七月半也称鬼节，期间有不少地方的习俗要做焙糕(又名汽糕)，部分农村要做京团(当地称京团粿)

不同地方不同的过法，过七月半(中元节)一定要扫墓。

中秋节，月饼是食品中的重头，其中以杜泽桂花月饼最为特色，其为空心月饼，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各地风味的融入，本地民风正被慢慢淡化!

重阳节州人多要登高，爬山自然是少不了，饮酒也是个内容，而各地要做麻糍也许就和秋收联系

上了。



更多资料领取 18667045941（同微信）

冬至在衢州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老衢州口中都有“冬至大如年”或“冬至当于年”的说法，

这一天还有“有的吃吃一夜，没的吃冻一夜”的俗语。

在衢州农村北乡的姚家等，农村里还有过六月年的习惯，这还有典故，通常是农历的六月十五六

号。这个年要将军挂门，以避瘟神。

此外江山有专门的麻糍节，用以庆贺一年的丰收，这个节日类似于庙会，要举行近一个月，从县

城到各地乡里抬着五谷神和城隍爷游走。

过完八月中秋衢州农村里就开始庙会，衢州人俗称“赶会”从农历八月二十六高家会到九月杜泽

会、莲花会等，类似于江山人的麻糍节，家家户户要包粽子，清明果接待客人，庙会赶到哪，哪里就

热闹，哪里就有的吃，这样还引来了不少专门赶会商家。

市花市树

衢州市市花—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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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学名：Opsmanthus fragrans Lours.

科名：木樨科

别名：木犀、木樨、丹桂、金桂、 岩桂、九里香

产地与习性：产中国西南部、四川、云南、广西、广东和湖北等省区均有野生，印度，尼泊尔，柬埔

寒也有分布。为常绿灌或小乔木。喜光，但在幼苗期要求有一定的庇荫。喜温暖和通风良好的环境，

不耐寒。适生于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偏酸性砂壤土，忌碱性土和积水。通常可连续开

花两次，前后相隔 17 天。花期 9-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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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性：株高约 15m，树皮粗糙，灰褐色或灰白色叶对生，椭圆形、卵形至披针形，全缘或上半

部疏生细锯齿。花簇生叶腋生成聚伞状，花小，黄白色，极芳香。

繁殖与栽培：播种、压条、嫁接和扦插法繁殖。当年 10 月秋播或翌年春播，实生苗始花期较晚，且

不易保持品种原有性状。压条繁殖，用于繁殖良种。嫁接繁殖是常用的方法，多用女贞、小叶女贞、

小蜡、水蜡、流苏和白蜡等树种作砧木，行靠接或切接。扦插繁殖多在 6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进行。移

植常在秋季花后或春季进行，也可在梅雨季节移栽，大苗需带土球，种植穴多施基肥。盆栽桂花，夏

季可置庭院阳光之下，不需遮荫，冬季在一般室内即可安全越冬。病虫害有枯斑病、枯枝病、桂花叶

蜂、柑橘粉虱、蚱蝉等。

应用：桂花终年常绿，花期正值仲秋，有"独占三秋压群芳"的美誉，园林中常作孤植、对植，也可成

丛成片栽植。为盆栽观赏的好材料。

衢州市市树—香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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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

学名：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科别：樟科

别名：香樟、木樟、乌樟、芳樟、番樟、香蕊、樟木子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国务院 1999 年８月４日批准）

樟树是属於樟科的常绿性乔木。常见於低海拔的山地。树干有深色纵裂纹，叶子长约五公分，基部为

三出脉，具有樟脑的芳香味道。果实黑色，直径约零点五公分，木材可供提炼樟脑及樟油外也可制家

具及雕刻等用途。

灰褐色的树皮有细致的深沟纵裂纹。叶薄革质，卵形或椭圆形，叶端尖，平滑无毛，叶面上有明显的

三出脉。叶子搓揉后会有樟脑的辛香味。花黄绿色，春天开，圆锥花序腋出，又小又多。球形的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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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成熟后为黑紫色。在台湾全岛低、中海拔的平地、山区都有分布，算是台湾的乡土树种，也是公园、

行道树的主要树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