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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茶乡

春光融融，几场春雨过后，周宁县
玛坑乡迎来了春茶采摘的生产关键
期。高级制茶师、评茶师王丕岐忙碌地
来往于首章村以及周边灵凤山、升阳、
芹太坵等 4个村，指导联合社的茶农开
展春茶生产。

玛坑乡是有名的茶乡，特色在茶，
优势也在茶。但仅仅依靠一个村的“单
打独斗”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一些村庄
普遍存在品种结构单一、栽培管理不
善、缺乏深加工等问题，制约当地茶产
业深入发展。

2021 年，玛坑乡立足产业资源优
势，按照“区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
互补”原则，将首章、灵凤山、升阳、芹太
坵 4个村划入一个整体，成立茶产业发
展联合社，并成立周宁县首个支部领办
合作社联合社“联村党委”，变“单打独
斗”为“抱团取暖”。

“要破解茶产业发展的难题，首先要
把 4个村的茶基地进行统筹发展，以村
集体管种的方式，统一生产标准、过程管
理和技术创新，解决各唱各调、合力不
够、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联合社大会

上，4个村的主干代表针对4村的情况提
出发展建议。

“这里的茶苗和有机肥料都是联合
社统一选购的，联合社还借助智慧云平
台实时监测茶园生长环境，用无人机、
太阳能诱捕器等智能设备统一防治病
虫害，所以种植出来的茶叶品质好，不
愁销路。”首章村党支部书记、联合社理
事长陈桂清捧着刚采摘的茶青介绍道。

依托首章村的茶叶加工点，联合社
组织村成员社，统一加工标准，把好茶
叶质量关。联合社还投资建设集智慧
乡村、直播间、包装间、农产品展示厅、
交易厅功能为一体的茶产业交易中心，
在这里实行统一商标设计、产品包装、
电商推广，实现从生产到包装再到销售
全链条发展，有效解决茶叶销售渠道单
一、附加值低等问题。

与此同时，玛坑乡以联合社的名义
邀请省级专家团队入驻服务站，整合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
派员等力量，帮助解决茶叶生产、加工、
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培养技能型新
型农民、茶叶加工技术队伍和品质管理

人才，让社员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
成果。

“联合社的成立带来了村民、村集
体经济的双增收。”陈桂清表示，单体合
作社规模偏小、实力偏弱，茶青往往以
每公斤14元的价格被收购，合作社的联
合极大提高了市场话语权、定价权和竞
争力，向社员的统一收购价格可达 20
元，再由联合社统一出售，价格可达到
24元，每公斤可增收 6至 10元，实现联
合社各个成员社的利益最大化。据介
绍，2023年，联合社年产值超 500万元，
每个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

茶产业“抱团”瞄准的是更大的市
场，文旅产业“抱团”则看向更新的未

来。联合社以玛坑乡获批的首批省三
星级乡村自驾游线路为契机，把芹太坵
老区基点村的“红色茶文化”、升阳村的

“观光茶文化”、灵凤山村的“民俗茶文
化”、首章村的“禅茶文化”相互融合，大
力发展茶文化旅游观光产业，促进茶
旅、文旅融合发展。

“茶产业联合社既联村，又联心，联
出了成效，联出了乡亲们的干劲。下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凸显合作社的规模效
应，做好资源共享与差异化互补，推动
实现乡村产业集约化生产的经济效益
最大化。”陈桂清说。

□ 见习记者 施木兰
通讯员 李何颖 许凯凯

4月17日，位于蕉城区洋中镇际头村的宁德市万恒绿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
态茶园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迎春绽放，与一垄垄茶树相映成趣，美不胜收。据
悉，该公司现有生态茶园约1000亩，位于宁德天山山脉，平均海拔1000米，部分茶
树年岁久远，被确定为福建省茶树优异种质资源保护区。 本报记者陈容摄

仲春时节，走进位于蕉城区霍童
镇胜门村的茶叶种植基地，放眼望
去，层层绿波从山腰绵延到山顶，嫩
绿的细芽崭露枝头，茶农们穿梭在茶
园里，忙着“掐嫩取鲜”。

而村中茶企的生产车间也是一
幅充满活力的画卷。一排排加工设
备整齐排列，每一台机器都承载着将
茶叶从原始状态转变为成品的重任，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杀青、揉捻、发
酵、烘干……工人们忙碌而有序地进
行着茶叶的加工流程。

“清明刚过，眼下正是茶叶采摘
加工的重要时间点，这几天每天都有
很多茶农上山摘取茶叶。”据茶企负
责人汤树陈介绍，春茶采摘期从每年
3 月中旬开始到 4 月底结束。目前，
村中茶叶基地约 300多亩，产量约 60
吨，收入在 120万元左右。

“平常去城里打工，到茶叶采摘加
工旺季，我们就回来上班，多劳多得，
在村子的茶企里上班平均一个月能拿
到一万多元，收入相当不错。”村民钱
新芳笑着说。

据了解，胜门村气候温润、雨量充
沛，拥有肥沃的黄泥沙土壤，十分适宜
茶树生长。因此，茶叶成为村中的主
产业，延续至今。而村中常住人口约
100多人，其中80%以上的村民经济收
入来自茶叶，茶产业已成为村民的致
富密码。

近年来，霍童镇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推动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三茶融合，进行茶树品种改良，推进茶
叶初加工厂、清洁化加工厂建设，筹备
成立茶叶协会，鼓励茶企强化茶叶品
牌与产品包装、茶文化挖掘和利用有

机结合，有效促进产品品牌化；同时，
结合地域种植优势，精准发展区域特
色农业，发挥企业引领作用，支持科技
农业和设施农业，引导茶叶、水果、蔬

菜等优势农业产业集约式发展，提高
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 本报记者 郑霄
通讯员 褚子强 文/图

近日，福建省峻山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千亩茶园吐露新芽，茶农背着竹
篓，来回穿行在茶垄间采摘新茶。据悉，该公司拥有高标准有机茶园600多
亩、绿色生态茶园1800多亩。有机茶园位于天山茶区，是福建省茶树优异种
质资源保护区、福建省茶科所有机茶科技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 陈容 摄

4月中旬，走进柘荣县富溪镇岭后村，千亩茶园在阳光下
焕发着生机，新绿映入眼帘，清香沁人心脾。茶山的共享茶吧
内，游客或是赏景品茗，或是谈笑风生，乐享春日好时光。

满山茶香满眼春，一杯春茶引客来。在美丽的茶园里，一
边欣赏风景，一边悠然品茗，这种惬意的休闲方式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欢迎和追捧。

岭后村茶叶资源丰富，茶园呈阶梯状分布，周边群山叠
嶂，沟壑纵横，茶山风光独特靓丽，加之茶叶品质优良、有口皆
碑，在发展茶旅融合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岭后村在不断提升茶叶品质，加快打造有机茶
园，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的同时，以千亩生态茶园为依托，加
快构建茶旅康养综合体，着力将生态建设转化为生态产业，先
后建成观景台、休闲茶亭、健身步道、茶文化景观等配套设施，
以及套种樱花、桃花等提升茶园“颜值”，并充分发挥福建桂岭
茶业有限公司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发展茶民宿、休闲茶寮、茶
餐厅等旅游新业态项目，延伸茶产业链条，打造多样产品，进
一步促进茶旅融合发展。

“围绕茶文化，我们开发了采茶、制茶、学习茶艺等体验项
目，让前来研学、旅游的群体在茶旅游中，探索无尽的风景与
文化，感受茶叶的独特魅力。”福建桂岭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林良希笑着介绍，“每年春茶采摘季和暑期，游客比较多。前
几天，就有来自福州的客商一行十几人，前来茶园体验采茶乐
趣，欣赏春日茶山风光，他们回去的时候还买了很多茶叶呢。”

2023年以来，为进一步推动茶旅深度融合发展，岭后村
加快推进富溪镇岭后茶村活动平台及村社共建岭后综合体项
目建设，进一步夯实茶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致力打造更多茶旅
融合体验新场景。

在位于岭后村过岭坪的富溪镇岭后茶村活动平台及村社
共建岭后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只见项目一期
主体已经完成，工人顶着春日的暖阳,正在紧张有序施工，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

据岭后村村委会副主任林位寿介绍，该项目占地4亩，将
新建茶窖、展销中心、研学基地、民宿等设施，预计今年底完成
建设。该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游客
体验，促进茶旅深度融合。

春日采茶忙、休闲旅游旺，岭后村茶旅融合的美丽图景折
射了富溪镇大力推进茶旅融合的决心。

一片茶叶融合一二三产，绿了村庄，美了乡村，富了百
姓。茶产业是富溪镇的特色主导产业，近年来，富溪镇坚持在
龙头企业带动、茶园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茶叶品
质，壮大茶产业发展，并在传统茶产业基础上发展茶园旅游新
业态，积极拓展“茶旅融合”模式，探索“以茶兴旅、以旅促茶”
的发展新路，突出当地茶文化底蕴，激发山乡新活力。

“目前，我们正探索打造岭后村至陈上洋村的茶旅路线，切
实串联起当地特色茶产业和文旅资源，促进茶产业和旅游产业
有机融合发展，并持续推进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合作，进一步
挖掘茶文化内涵，开展富溪商贸古镇‘茶馆’和油茶文博馆建
设，不断丰富茶旅文化内涵。”富溪镇人武部部长林良尧说。

□ 本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刘方玲

4月 18日，在位于寿宁县清源镇阳尾村的贵峰茶厂内机
器轰鸣，一片忙碌的生产景象。在一阵阵茶香间，茶厂负责人
张恒驱一边关注着茶青萎凋情况，一边与前来订购红茶的武
夷山茶商交流。“生产春茶后，我一边要盯着生产情况，一边要
招待客商，每天连轴转，都没有空闲的时候。”张恒驱笑着说。

今年42岁的张恒驱自从中专毕业回村，从父亲手上接过
茶业大棒，将仅能生产绿茶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茶叶品类齐
全的现代化茶叶加工厂，与茶相伴已有20个年头。

作为茶叶产区里成长起来的茶二代，张恒驱从小与茶结
缘，跟在父亲身边为小作坊生产时打下手，在父亲的口口相传
间学会了绿茶制作工艺。

2005年，青春懵懂的张恒驱中专毕业了，在进厂打工与
返乡之间，他毅然带着对茶叶的热爱返乡投入茶叶的怀抱。

凭借着勤劳好学与父亲的经验传授，他一边积极参加县
里举办的茶叶技术培训，一边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总
结、创新、实践、提高，使得红茶、白茶等茶类制作技艺得到质
的提升。他与父亲还筹资将老宅推倒重建，在县里补贴政策
的帮助下建起宽敞的清洁化生产厂房，扩大茶叶生产品类，注
册了“车岭云叶”品牌。

每当茶叶生产旺季，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着指导生
产。“每个品类的茶叶生产工序和要求都不一样，很考验功
力。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品质的茶青调整制作工艺。”张恒驱
说，制茶的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把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茶厂生产的红茶、白花、
绿茶等深受茶商的喜爱，每年生产的茶干都销售一空。同时，他
制作的红茶、绿茶都获得“寿宁高山茶”第六届斗茶赛优质奖等。

在清源镇，像张恒驱这样安心从事茶叶经营的“新农人”
还有不少。90后姑娘吴海燕就是其中的一员。2019年，在镇
政府的帮助下，大学毕业返乡的吴海燕在家人的支持下设立
福建省福缘富茶叶有限公司，投入1000多万元流转荒地10多
亩，在岱洋村建起了该镇最大的高标准清洁化茶叶生产厂房，
每年生产干茶600多吨。

“我们家原来在外地开茶庄，没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受县
委县政府发展茶叶总部经济政策吸引，我们决定返乡建设自
有工厂，从源头上把控好茶叶质量。”吴海燕说。

茶叶是清源镇的主导产业。近年来，该镇以“发展壮大茶
产业，培育休闲特色农业”为主线，把茶园低改、品种改良及发
展精深加工、培育龙头企业、发展茶叶总部经济作为茶产业培
植的重点，推出发放“乡村振兴贷”、举办技术培训班等举措解
决茶人资金与技术难题，引导“新农人”返乡从事茶产业发展，
促进群众稳步增收。 □ 吴苏梅

周宁玛坑：

茶产业联合社“联”出抱团发展共富路

近年来，村与村发展不平衡，单
村发展空间窄、产业提升难的问题逐
渐凸显，许多村庄具有连片抱团发展
的现实需要。周宁县玛坑乡以茶产
业为联结点，跨村联建，以组织联建、

资源联享、治理联抓、产业联兴等形
式凝聚合力，把发展劲头拧成“一股
绳”，激发集体经济发展的“乘数效
应”，走出了一条农村集约集聚发展、
村村联富促振兴的新路子。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

柘荣县富溪镇依托茶资源，积极探索茶旅融合新
路径，为茶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茶旅融合焕发山乡新活力

春日茶飘香 农人幸福忙

寿宁清源：

助力“新农人”念好茶经

胜门村茶园里，茶农们忙着采摘春茶

茶业动态茶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