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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变茶“业”富了老 美了生态亻亻表表
阳春三月，茶树吐翠。走在赣鄱大地赣东北、赣中南等优势茶区，一垄垄茶树，汇聚成一道道绿浪，从

空中俯视，宛如大地指纹。身处其间，鼻息间尽是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和美景相映成衬的是三五成群

的茶农，灵巧的指尖上下翻飞，一片又一片芽条轻轻落在斜挎在腰间的小竹篓里。

江西茶，香天下。为了重振江西茶产业辉煌，江西出台配套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推进生态茶园标准

化建设，打造江西茶叶龙头，引导市县茶企整合、创建茶产业联盟，促进茶旅融合。到今年，江西茶园总面

积稳定在180万亩左右，茶叶总产量达到15万吨以上，总产值突破15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视角再从赣南会昌转向赣
西南的遂川县。

春分时节，小雨初霁，云蒸
雾绕。蜿蜒的乡村公路通往江
西省遂川县汤湖镇南屏村深处，
层层叠叠的青翠茶园长势正旺，
一垄垄修剪过的茶树整齐划一。

茶产业是遂川县带贫效果
好、辐射面广的传统扶贫产业，
但产业发展过程中曾一度面临

“小、散、杂、弱”等问题。
“以前交通不便，村民种的

茶卖不出去，大家种植积极性不
高。好叶制不出好茶，好茶卖不
出好价。”57 岁的罗传森是南屏
村蝶变的亲历者。

罗传森说，南屏村位于罗霄
山脉腹地，坡陡路滑，天气差时
摩托车都不敢骑，村民只能靠着
肩挑背驮运送农资和农产品，很
不方便。

要致富先修路。趁着脱贫
攻坚的春风，曾作为深度贫困村
的南屏村在政策扶持下冲破交
通桎梏，通村路、入户路蛛网般
连接家家户户，也重新唤起了村
民的干事热情。

“以前我只种了2亩茶，种多
了怕难卖。现在路通了，商机也
通了，我家种了 20 亩茶，靠茶产
业一年能赚 10 多万元。”罗传森
说，他还考了茶叶加工证和品茶
员证，立志成为新型现代茶农，
进一步提升专业性和盈利能力。

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村
庄产业发展也面临新门槛。如
何进一步激发产业潜力、提档升
级，让“茶叶”变“茶业”更好带动
村民致富奔小康成为南屏村的
新课题。

在挂点帮扶部门民政部的
推动和支持下，南屏村引进全自
动化生产线建起了扶贫茶厂。
据介绍，这条生产线按当地盛产
的狗牯脑茶生产工艺“量身定
制”，不仅自动化程度高，产出的
茶品质还高。

与此同时，遂川县还聘请了
陈宗懋院士和刘仲华院士为狗
牯脑茶首席科学家，并与中国农
科院茶叶科学研究所陈宗懋院
士团队就绿色防控等事宜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现在‘家家产茶，户户冒烟’，
村口就能闻到茶香。”南屏村村

支书王甫桂说，当地的茶叶专业
合作社带动了 113 名脱贫户增
收。统一品牌“南屏福”狗牯脑
茶成功地走出深山，飞向了千家
万户，南屏茶厂单今年春茶销售
额预估达150万元以上。

“我们茶农只管种，村里的
茶厂会上门收购，收购价比市场
价还高一些，再也不用担心‘卖
难’问题了。”年近不惑的村民江
祥英种了15亩茶叶，他说当地常
组织茶叶种植和制作技能培训，
他逐渐从“经验派”变成“技术
派”，今年春茶销售额就超过3万
元，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日新月异的汤湖镇不仅引
来了返乡创业的村民，茶香还引
来了八方游客。观光茶园、村级
茶青交易市场、采茶的茶农，成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每年 3月到 10月，都是小镇
最热闹的时候，全镇年接待人次
近 5 万人，仅汤湖温泉山庄年营
业额就达500万元。

近年来，遂川县充分发挥当
地狗牯脑茶的品牌优势，积极引
导农户发展茶业。全县每年新
增种茶面积约1万亩。通过推广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模
式，让农户持续获得股份红金、
土地租金、劳务薪金等多重收
益，成为茶叶种植的参与者和受
益者。

目前，该县农户参与茶叶种
植、采摘、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的
生动格局已经形成，全县茶叶种
植面积达 28.7 万亩、年产量达
9020吨，有近10万人从事茶业相
关行业，户年均增收超过4000元。

春分前后，在江西中南部的
万安县高陂镇高陂村茶叶基地，
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茶园紧
张地采茶，以保障市场供应。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
如何推进产业兴旺，促进共同致
富是摆在万安县高陂镇面前的
一个新课题。以龙头企业示范、
合作社带动农户发展，经过几年
的探索，该镇通过建立“基地+合
作社+农户”机制，带动当地群众
发展“油茶+茶叶”套种的林下经
济，此外还发展了以金沙柚为主
的10公里产业示范带，带动周边
农户1600多户，促进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三月，春茶吐绿。在江西省永新县芦溪乡白茶基地，当地村民趁
着晴好天气抢摘春茶上市销售，供应市场

高山云雾出好茶
春分时节，翻山越岭来到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浮梁

县西湖乡桃墅村杨石组，登上一座当地人称作李子号的
大山。

极目远眺，只见巍巍群山，层峦叠嶂，连绵起伏。俯瞰
身前，一垄垄茶树，汇聚成一道道绿浪，在山谷、山脊或山坳
间涌动。置身其中，鼻息间尽是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

原生态茶园里，茶农三五成群在茶垄间穿梭，他们
灵巧的指尖与疯长的茶芽赛跑，随着手指上下翻飞，一
片又一片芽条落在了斜挎在腰间的小竹篓，欢声笑语洒
满了绿色茶园。

“明前茶，贵如金。”浮梁县西湖乡美石茶叶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汪卫美说，因为品质好、产量低，明前茶自古
就受人追捧。

“春茶之好，贵在于至鲜至嫩。”汪卫美介绍说，她家
茶园采摘的早春茶，大多都是芽头或着一芽一叶，“现在
每天雇了十几个人采摘，一天也就采 40来斤鲜叶，制作
10斤干茶”。

高山云雾出好茶，李子号海拔600多米，山里至今还
保持着原生态，只要一下雨，漫山遍野云雾缭绕，宛若人
间仙境。

汪卫美家世世代代都是茶农，家里现有 600来亩茶
园，祖传的老茶园就多达500余亩，大多都是在李子号的
深山之中，“树龄长的有200多年，短的也有100多年，是
正宗的槠叶种高山古茶树”。

“我们坚持让茶树自然生长，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人工锄草，手工采摘、手工制茶，最大限度保持了茶叶’
与生俱来’的品质。”汪卫美说。目前已有 900多斤绿茶
和 10多万元红茶的订单，大多都是私人定制，让她遭遇
了早春“幸福的烦恼”。

汪卫美是土生土长的杨石人，2001年，汪卫美和哥
哥远赴浙江打工。第二年，头脑活络的兄妹俩开始自己
创业，在义乌从事卫浴批发生意。十二年的摸爬滚打，
让兄妹俩遍尝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也凭借着勤劳的双
手，挣到了人生财富的“第一桶金”。

“杨石虽然只有 60 多户人家，却有着 5000 多亩茶
园，按理说日子会越来越好。”汪卫美说，可她每年回家
过春节，发现村里都还是老样子，和外面的差距越来越
大。这让她痛心不已。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2014年，汪卫
美兄妹俩回乡创业，先后成立了浮梁县西湖乡美石茶叶
专业合作社、浮梁县五河源油茶发展有限公司，投资600
多万元建起了占地 10 多亩的精制茶厂，并投资 50 多万
元，对村里100多亩荒废的茶园进行了改造。

经过兄妹俩坚持不懈的努力，西湖乡美石茶叶专业
合作社去年跻身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已拥有高山茶
园 1100 多亩，五河源油茶发展有限公司也建起了 2300
多平方米的洁净加工厂房，带领更多的杨石父老乡亲走
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

近年来，浮梁县坚持将茶产业作为绿色生态产业、特
色优势产业、脱贫主导产业来发展，茶叶总产量高达11500
吨，茶叶产值7.8亿元，茶农人均涉茶收入从4574元增长到
12580元，茶业综合产值更是高达18亿元。茶叶生产早已
成为浮梁县6.2万茶农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

春风一笑绿山冈，喜见银芽处处芳。进入三月下
旬，赣东北另外一个茶叶主产区婺源的春茶全面开采。

在婺源县思口镇茶叶基地，数十位茶农腰挎茶篓，
穿梭在茶树林里，双手娴熟地采摘鲜芽。思口镇赵家茶
园基地负责人吴洪炜说：“我们今年的茶叶单芽的大概
卖120元到150元，采的一芽一叶的茶叶卖在60左右，相
比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

目前，婺源全县有茶园面积 20万亩，其中有机茶园
面积超过7万，预计今年春茶产量超过2000吨。

近年来，婺源县始终坚持把茶产业作为婺源优势、
特色、惠及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来重点打造，积极出台
各项政策和措施，不断为茶产业发展“加码”。

在加大政策扶持的同时，婺源县还积极为茶产业进
行科技赋能。比如，江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数字化茶叶
加工厂，从茶叶萎凋、揉捻、发酵、烘干到最后的成品，基
本实现了全自动可控化生产，一天可产万斤干茶。

“江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实现了数字化生产以后，
茶叶实现了标准化、规模化、清洁化生产，品质非常稳
定，有助于带动更多的茶农致富，助推婺源茶产业的发
展。”正稀茗茶董事长黎建华说。

茶叶搭台，旅游唱戏。婺源县还依托旅游优势，把
“千年茶乡”概念深度融入到“中国最美乡村”大旅游品
牌中，打造茶业旅游景点、茶研学游基地、制茶工业旅游
点及茶主题民宿。

“下一步，婺源将高位推动婺源茶品牌整体策划，重
塑婺源绿茶品牌形象，同时进一步推进茶旅融合，发展
茶旅品牌新业态，将一些生态美丽的茶园串珠连线，充
分开发茶旅游线路，助推婺源县茶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人民网）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随着近期气温逐渐回
暖，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绿，在庐山云雾茶的
核心产区濂溪区，茶园全面进入开采期，今年首
批“明前茶”即将上市。

在濂溪区高垅乡的绿丰茶场内，前来采摘
茶叶的茶农络绎不绝。进入采摘期后，该茶场
每天可以采摘 1000 余公斤鲜叶，制作出 200 多
公斤干茶。“在家门口茶园采茶，每天都有收入
进账，一个采茶季下来，可带来几千元的增收。”
附近村民杨绍英说。

绿丰茶场茶叶种植面积 2300 多亩，年产优
质干茶2万余公斤。茶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由
于前期气温偏低，茶叶开采时间较往年有所推
迟，产量受到一定影响，但生长周期延长，茶叶
的品质将会好于往年。

庐山云雾茶是江西传统名茶之一，去年，依
托中国茶叶研究所选育国家级茶树品种，繁育

“庐云”系列茶苗110万株，庐山云雾茶还获得了
中国驰名商标。

“今年濂溪区计划继续推进茶园扩面升级，
每年扩种 500 亩以上、同时提升茶叶品质，推动
标准化加工设备升级改造，努力打造一批绿色
生态示范茶园示范区。此外，还要做好庐山旅
游与庐山云雾茶的结合文章，实现茶旅深度融
合。”濂溪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视角转向赣南，春分前后，每天早上七点，海
拔近千米的江西省会昌县永隆乡小寨村的佛云山
茶园里就开始热闹起来。茶农们穿梭在茶树间，
将刚吐露出来的嫩芽采入竹篓，一派忙碌的景象。

“春茶的采摘期一般为半个月，今年的春茶
产量大概在 260 斤，产值约 25 万元。”会昌县益
健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庆荣介绍说，为了
抢抓生产农时，合作社每天聘请 30 多名来自周
边的村民采茶。

永隆乡是会昌县一个偏远的小山乡，平均
海拔 500 米，森林覆盖率 90%以上，生态优美。
依托良好的生态，祖祖辈辈都种茶的钟庆荣在
政府的扶持下，流转了 100 亩的荒山，发展起了
茶叶产业。

“刚开始种茶叶的时候，遇到了不少技术难
题，通过外出学习讨教和不断实践改进，茶叶的
品质也不断提升。”钟庆荣介绍说，目前通过“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周边 30 多户
村民实现就业增收。

“每年我都会来这里采茶，又有车包接送，
一天有七八十元的工资，可以说是赚钱顾家两
不误，挺好的！”村民吴财招熟练地采着茶，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几年，当地还投入资金，开通了双向两车
道的产业路。临近中午，工人们下班吃饭，钟庆
荣便骑着摩托车将采摘好的茶叶送到山下的家
中作坊进行加工，制成茶叶。

“现在修通了公路，车子能直接上山，很方
便，我们对茶叶产业的发展是充满了信心。”钟
庆荣骑着摩托下山，一路上还哼着小曲。

坐车约十来分钟便来到钟庆荣家，一走进
门，一股浓浓的芳香扑鼻而来，制茶工人正忙着
做手工茶。“因为海拔高，生态好，茶叶的品质也
很好。”钟庆荣说，目前主打毛尖茶，主要销往广
东、福建以及周边县城。

高山茶飘香，美了生态，富了村民。近年
来，会昌县永隆乡按照“以生态化理念发展产
业，以产业化方式建设生态”的理念，着力将茶
产业打造成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乡村振
兴的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康养产业。

截至目前，该乡茶园面积达1210多亩，年产
量达 6000斤，实现综合产值 520万元，受益群众
2710 人，茶叶已经成为永隆乡农民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永隆毛尖提质扩面，加
强技术培训和推广力度，整合茶企抱团发展，做
强做优茶叶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
振兴。”会昌县永隆乡党委书记刘志福说。

家家产茶，户户冒烟

美了生态富了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