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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多年来，闽东山区寿宁斜滩人勇闯四海，从
一家致富到普惠民众，谱写了一曲 ——

“斜滩茶帮”传奇
2017 年，由寿宁县斜滩镇与该县凤阳镇

乡亲合伙投资1100万元兴建的上海市莲花茶
都闪亮登场。在此前后，从西安、石家庄、泰
兴等地相继传来消息，又有斜滩人士合资或
独资创办的茶叶专业批发市场和商贸茶企接
二连三建成开张。

据了解，近三十多年来，“斜滩茶帮”崛起
上海茶市场之后，在外创业的斜滩籍人士分
布于北京、上海、西安、泰兴、昆明、深圳、广
州、厦门等十来个省市（区），总计达600多家，
从业人员不下8000人，经营范围以茶叶为主，
兼营服装、建材、园林、服务等行业，累计投资
额达 16.5 亿元，2020 年创产值 38 亿元，是斜
滩镇当年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12 倍以上，成为
闻名遐迩“闽东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

斜滩镇人口 2.4 万，农业人口占 89.1%。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世代蜗居大山里的斜滩
人搭乘改革开放的直通车，一批又一批人走
南闯北，创业淘金，几经拼搏创办市场，弄潮
商海。

“斜滩茶帮”：新时代宠儿

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显
示，斜滩镇当年劳务输出就达6077人，这些外
出务工人员大半是农村里的富余劳动力，他
们每年外出务工的收入是在家务农收入的 3
至4倍，外出务工是当时边远山村农业家庭增
加收入、摆脱贫困的一条好途径。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面朝黄土背朝天、
过怕了贫穷困苦日子的斜滩人，不再守望脚
下那片赖以生存的黄土地和维持生计的茶
饭碗，每年有数以百计的“打工仔”“打工妹”
到外面世界经风雨、见世面、学本领、增才
干、夜以继日辛勤劳作，慢慢积累资金，聚集
优势，增强抗击风险能力，开始经销各种茶
产业生意。

斜滩人素有在外谋生勇闯天下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前，斜滩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水
路优势，曾把茶叶、油料运销到海内外，换回
外汇财源。那时候，斜滩商贸兴盛，经济繁
华，曾有“门迎云路三千客”的美誉，历史上被
称为“闽东小上海”。

然而，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斜滩人南
下北上，商海弄潮，创业淘金仅仅是近二三
十年才有的事，在此之前，斜滩人在外创业
几近空白。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斜滩籍青壮年叶石
生、叶石林、杨建福、温春宝、潘香江、陈昌道、
朱祥明、黄成长、吴达武等 300 余人最早走出
山门，分别在上海、北京、西安、泰兴等地租店
经商创业，当起老板，成为斜滩最为活跃的

“茶帮”。
到 90 年代末，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成为

“斜滩茶帮”资本投资的一方热土，有上千名
斜滩籍“打工仔”陆续开办茶庄、茶铺和选择
资金量小、季节性强的服装、床上用品作为主
打经营的附加品种，大大小小共计400多间店
铺遍布上海大街小巷。后来，这些“小老板”
通过三五合股、整合资源联办实业公司，生意
越做越大。如今，斜滩人创办大小企业300多
家，其中上规模茶企近百家。据统计，2016年
总产值19.6亿元，上缴税利近6000万元，为当
地安排社会闲散无业人员近千人。在斜滩旅
外乡贤中，宁德市人大代表、寿宁上海商会会
长、上海大宁国际茶城董事长叶石生，闯荡上
海 30 年，从曾经一文不名的闽东茶农发展到
身价过亿的“上海茶王”。

从跑市场到建市场

在经济浪潮和巨大市场商机的带动下，
斜滩人转变思想观念，许许多多淘金一族追

随开放的热潮，纷纷外出闯天下，他们经受市
场大潮的磨合、历练和提升，不少人士获得了
成功，涌现出一批有文化、有见识的新兴民营
企业家。

1993 年 5 月，叶石生开始到上海跑市场
经销茶叶，靠苦力一斤一斤地卖，手抬肩扛、
用自行车、三轮车送货，翌年春即办起上海集
茗轩茶庄，逐渐扩大发展空间。1996年，他抓
住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在闸北区举办的契机，
融资贷款大胆创立上海大统路茶叶批发市
场，后来该市场成为上海市第一个专门从事
茶叶批发的最大专业市场，全国共有1万多家
茶叶经销商到这里批发茶叶。十几年前，他
又带动上百名乡亲到上海创建合办恒大、隆
生茶叶公司经营茶叶专业批发市场，规模越
来越大。

2006 年 4 月，已积累十年经营茶市场经
验和实力的叶石生，大手笔倾资1.3亿元创建
的大宁国际茶城闪亮登场。如今，已开办了
18 年的大宁国际茶城，依然是雄踞上海茶叶
市场首屈一指的“航空母舰”，聚集了来自全
国各地产茶基地的几乎全部知名品牌，以及
印度、斯里兰卡、英国等地的特种茶叶，满足
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需求。

据上海茶叶协会 2010 年至 2019 年的统
计，叶石生旗下所属茶城的销售量约占全上
海茶市场的70%，形成了专业市场网络体系，
成为媒体发布茶叶市场行情的价格依据，也
是目前华东地区最大的茶叶交易中心。由
此，叶石生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上海茶界公认

的“上海茶王”。
一石激起千重浪。经过二十多年的拼

搏，斜滩淘金一族中，锋芒毕露的黄成长、卢
正福、缪大群等一批经济能人在江苏泰兴这
个新兴的开放城市创建了金马茶叶、食品、小
商品城与宾馆，凭借旅游、交通和人流、物流
的优势，开拓商业发展空间，获得了不菲的经
济效益，不愧为斜滩人中的成功商人。

从村民变市民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这句话已被聪颖智
慧的斜滩茶人所佐证。他们创业成功，事业
有成，更加珍爱自己亲手经营的事业。他们
每到一个城市，就全力打拼属于自己的一片
天下，在广袤商海的机遇与挑战中寻求进一
步拓展。也在这个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立
业，因此，在外发展起来的斜滩茶帮已有相当
部分人在当地购置商品房，有的购地建造住
宅，户籍也按政策规定迁移到所在的城市。

成功的花环，往往垂青于“敢为天下先”
的勇者。叶石生多年来从偏远的寿宁大山，
带领斜滩人勇闯上海滩，从一家致富到普惠
民众，谱写了一部闻名遐迩的《斜滩茶帮传
奇》。他表示，要在机遇与挑战中追求每一
步发展，通过积聚优势，增加抗击风险的能
力，使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迈上可持续发展的
快车道。在谈论茶城的远景规划时，叶石生
如是说：“我一生钟爱茶叶，不仅仅是自己奋
斗，还要带领更多的乡亲和子孙一起奋斗，
永无止境。”

从外出经商到回乡创业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斜滩乡亲在事业
成功的同时，没有忘记家乡的发展，他们已
经开始投资转型，成为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十几年前，在北京经销茶叶取得丰厚利润的
陈昌道，回乡在南阳开发新区投资 300 万元
创建御茶园，推介寿宁茶产品。近年来，上
海大宁国际茶城董事长叶石生除了个人帮
助家乡修建村道、桥梁、学校、救灾捐资 330
余万元外，2015 年，他和叶石林还为老家渡
船头村建设“造福工程”带头认捐 130 万元。
上海一通汽配城董事长叶石林出道以来，无
私救助，将病危村民从死神手里夺回，还将 3
亩多宅基地和农地无偿送给村民建房子。
多年来，他们心系故里、情牵乡亲，真情回报
社会；他们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
美德，堪称新时代的新儒商，被誉为“走出山
门的慈善家。”

□ 韦希成 文/图

“现在，春茶开始大量采摘，这时候更
要注意茶园的采摘管理和厂房机器的养
护，春茶制作效率也要跟上……”连日来，
随着天气的回暖，周宁县迎来春茶采摘、
生产关键期，县茶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忙碌地来往于各乡镇，指导茶农、茶企顺
利开展春茶生产。

眼下，周宁县各茶园里、各茶厂内，
处处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在升阳村，茶
农们不停穿梭在垄垄茶树间抢摘今年头
茬春茶；在七步镇，茶厂工人正开足“马
力”，抓紧制作春茶；在首章村，村干部带
头在直播镜头前卖力“吆喝”今年新制出
的茶叶……

周宁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平均海拔
800 多米，是全省海拔最高的县城，山清
水秀，空气质量好，具有种植优质茶的得
天独厚生态优势和地理条件，是全国重点
产茶县，也是闽东的高山茶区。该县茶园
面积近 11 万亩，基本上村村产茶，70%的
农户经济收入直接或间接得益于茶叶。

据了解，为了促进茶产业高效发展，
推进扶持政策有效落实，周宁县成立了

“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
县长担任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
位，以及时协调解决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去年以来，周宁县在茶树品种改
造、两品一标认证、清洁化厂房建设、开展
SC、ISO、HACCP、GAP等相关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等多个方面均给予茶企、茶农相应
奖补，至今累计补助130多万元。

“我们村茶园面积共有1600多亩，其
中，有 100 多亩种的是新品种‘金牡丹’，
这些都是在县里的奖补鼓励下改种的。
村民在试种中发现，新品种不仅品质好、
易采摘、售价还较高，不少人都表示接下
来要陆续更新种植品种。”玛坑乡升阳村
党支部书记陈长春说。

截至 2023 年，周宁县标准化生态茶
园面积达 6 万亩，有机茶园 5000 多亩，种
植茶树品种20多个，基本形成以绿茶、红
茶、白茶为主，花茶、乌龙茶为辅的产业格
局。县内茶企和茶叶专业合作社共有

146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8 家、市级龙
头企业7家。

“茶香也怕巷子深，有好茶叶，却怕没
有好市场。一直以来，我县坚持茶旅融合
发展理念，将茶叶资源优势与旅游资源优
势相结合，依托周宁优美自然风光为载
体，在茶产业景观上做文章、在品牌打造
上做文章，把茶产业打造成周宁县的支柱
产业和富民产业。”周宁县茶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李林金说。

这几年，在周宁县的精心谋划下，云
端绿茶制茶技艺大赛、“周宁高山云雾
茶”杯斗茶赛、北京鸟巢·福建周宁高山
云雾茶推介会等一系列活动陆续开展，
广州、厦门、武夷山等地茶博会及各类茶
叶比赛现场也不乏周宁茶企的身影。周
宁县不断借助县内举办大型农文旅活动
等契机，大力宣传展示周宁高山云雾茶，
扩大“周宁高山云雾茶”品牌影响力。
2023 年，周宁县获评“全国红茶重点产
区”“2023 年度重点产茶县域”“特色魅
力茶乡”等荣誉，“周宁高山云雾茶”公共
品牌入选中国茶叶产区品牌百强榜，品
牌价值达8.93亿元。

“我们在着力推进‘周宁高山云雾茶’
公共品牌打造的同时，也在茶产业加工技
术水平和茶叶附加值上下足功夫。”李林
金说。

近年来，周宁县搭建全县茶叶交流
合作大平台，进一步规范茶业加工标准，
提升茶业品质，逐步实现茶业加工规模
化、规范化、清洁化为目标，牵头引进龙
溢、启航、茗香园、东升等多家茶企入驻
周宁县茶产业小微园。小微园项目占地
约 35 亩，总投资 1.4 亿元，共建设 7 家清
洁化厂房。园区功能多样，集加工交易、
展示观光、品牌培育、文化创意于一体，
建成后，将有效破解产业发展用地瓶颈，
快速调整茶叶结构，填补周宁县城及周
边区域茶叶集中产销区的空白，推动周
宁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健康有序
发展。

□ 张文奎 汤文娟

4 月 2 日，柘荣县英山乡石古兰村的
石古兰生态野放茶茶园基地，千亩茶园迎
来春茶采摘季。茶农们腰挎竹篓穿梭在
茶树间，双手上下飞舞，娴熟地采摘着今
年的第一茬嫩芽。

“今天天气很好,我早上7点就到茶园
采茶了，已经采了几斤鲜叶了。我每年都
到茶园采茶，每天可以挣几百元，收入还
是很可观的。”茶农王爱香边采边乐呵呵
地说道，靠着当地发展的茶产业，她和周
边群众都得到不错的收入。

石古兰村位于英山乡东部，这里海拔
高，四季云雾缭绕，气候湿润、雨量充沛，
昼夜温差大，土壤疏松肥沃，是茶树生长
的理想地点。

2012年，乡贤王岩龙返乡创业，成立宁
德石古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英山乡政
府和石古兰村两委的支持帮助下，流转550
亩土地种植野放茶。经过多年的发展，该
公司的茶叶基地规模已达1000余亩，并建
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打造了“石古兰野放茶”“老白茶”“高山老
白茶”三大系列产品，每年带动1460户村民
户均增收1.3万元，有力促进茶产业发展、
群众就业增收。

“我们将立足千亩茶园好风光，深入挖
掘茶文化内涵，积极推动茶产业与旅游业
融合发展，着力实现以茶促旅、以旅带茶、
茶旅共融，助力乡村振兴。”王岩龙说。

石古兰村茶产业蓬勃发展态势折射
了英山乡全力做强茶产业，促进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茶产业是英山乡的特色主导产业，全
乡共有 1000 余户农户从事茶叶种植，约

占全乡农户总数的 60%。发展壮大茶产
业，是推进产业振兴、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英山乡充分发挥“柘荣高山
白茶”区域特色和环境优势，持续壮大茶
产业发展，不断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通
过加速推进茶产业强镇项目建设，进一步
健全完善茶产业链、配套服务链等，有力
推动茶产业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品
牌化经营，切实让茶产业成为当地的“富
民产业”。

“为促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积
极建立茶叶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全面
推进白茶、绿茶等各类茶系多元化发展，
全要素推进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
发展、相互促进，不断提升英山乡茶叶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英山乡党委书记游龙
城说。

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13万亩，年产
量900余吨，全产业链产值 3.3亿元；全乡
共有茶叶加工企业 30 多家，在全国发展
经营门店 46 家，拥有“石古兰”“南陵仙
岩”“仙岩岭”等多个优质白茶品牌；2022
年，英山乡被认定为省级茶叶产业强镇；
2023年农民人均收入23029元……如今，
一片片绿叶子变成“金叶子”，英山乡走上
了以茶为伴的“致富路”。

接下来，英山乡将持续锚定“茶产
业强镇”发展目标，坚持在产品质量、品
牌建设、市场销路等方面下深功夫，进
一步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提升
产品附加值，全力推动茶产业成为“强
乡产业”。
□ 本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刘敏玲 文/图

▲大宁国际茶城

周宁：茶农忙 产业旺

柘荣英山：让茶产业成为“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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