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梯田让村民端上美丽梯田让村民端上““金饭碗金饭碗””

财富榜6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瑞建 ▏编辑 金邦寅

如今，不少城里人总会感慨：我在农村

里有一幢楼房多好，绿水青山养眼养生，房

前屋后蔬果四季尝鲜，再想想城里那死贵

的菜价，真的很向往如今农民的田园生活。

这样的羡慕与向往，反映了现代农民

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尤其近几年来随着乡

村全面振兴，更多村民走上了绿色产业的

共同富裕之路。像瑞安湖岭镇坳后村那片

连绵20多公顷的高山生态茶园，就是一个

财源滚滚的“聚宝盆”。发现并承包这片茶

园的黄金龙和余晖珍夫妇为此办起了桂峰

茶厂，给当地富余劳动力带来了就业机会，

连77岁的采茶能手张凤姑一天就有近500

元的采茶收入。且不算这年产600公斤、每

公斤2500至6500元不等的高山红茶利润，

仅采茶、茶园维护管理，每年就可为村民带

来几十万元的收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绿水青山间，蕴

藏着一处处“聚宝盆”和“金饭碗”。这些宝

藏挖掘得越多，乡村就越加美丽，村民们致

富就越有盼头。像林川镇对川村美丽梯田

带来的华丽变身，春观日照菜花十里黄金，

秋看风吹稻菽千重波浪，这美丽景色都是

城里人晒朋友圈、过休闲时光的标配。他

们游田园、住民宿、吃农家菜、购农家物、享

农家趣，在微信、支付宝的扫码声中，真金

白银哗啦啦地进了村民们的个人“小金

库”。如此，一花一稻美名扬，一村百户生

意旺，共同富裕便在其中。

一片古茶林，带富一方人；一座高山梯

田，造就一张致富金名片。捧着绿水青山

“聚宝盆”和“金饭碗”的村民，再也不用外

出打工到处讨生计，就在自己的土地上种

着风景、种着美丽、种着财富，笑迎城里游

客纷至沓来送现钱。这样的“致富经”，得

益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而

要践行好这“两山”理念，实现共同富裕，还

要靠基层党组织和余晖珍夫妇那样的致富

带头人来领路，用科技护航、村企联动、资

源整合、先进管理等手段，来大力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和绿色农业等产业，进一步壮大

集体经济实力，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疫情未了，远游受阻，省内和本地农家民

宿、田园风光，越发成了城里人节假日自驾休

闲游的好去处，在农家竹林、山地、菜棚、果

园，尽是家庭、亲友间欢聚和收获的身影。祝

愿农民朋友，不断发掘“聚宝盆”“金饭碗”，把

共同富裕的绿色产业做大做强。

村企联动，共建高山茶园绿色“聚宝盆”

一片古茶林带富一方人
■记者 黄丽云/文 王鹏洲/图

夏至过后，位于瑞安西部大山深处的湖岭镇坳后村溪涧潺潺、野花飘香。驻足桂峰

茶厂远眺，连绵 20 多公顷的高山茶园一片新绿，高大的古茶树上茶芽次第绽放。茶园

里，不时能看到村民正在采茶的身影。

据悉，桂峰茶厂的成立不仅给当地富余劳动力带去就业机会，而且让坳后村还以村

集体的名义入股，村集体经济有了一条不断壮大的新途径。

眼下的生态茶园里，除了古茶树外，

还有许多新种植的茶树，以及不少果树和

中药材。

“为了生态茶园的提质增效，我为桂

峰茶厂申请了科技项目，实现茶果套种和

茶药套种，以此来打造瑞安高山生态茶园

复合栽培的示范基地。”王月英说。

2021年以来，茶园新种植了5公顷的

茶树，并套种了青梅果和香榧果等果树。

“新茶树怕日晒，套种果树不仅能起到遮

阳的作用，还能实现增收。”王月英说，目

前新茶树的成活率达98%以上，果树则预

计4年后会有收成。

据了解，新茶树的品种为黄观音、肉

桂和梅占，这些茶都适合制作乌龙茶，希

望能以此拓宽茶厂的产品种类。

老茶园里则套种了中药材。王月英

建议套种白芨和黄精，因为这两种中药材

在当地山林就有发现，比较适合当地的气

候和土壤。药草套种也已在实验阶段。

“我们计划种植油菜花等‘草’来抑制其他

杂草的生长。”王月英说，油菜花等本身

可以有收成，也可以作为绿肥等有机肥。

除了带来种植经验之外，王月英还提

出要加强品牌培育与知识产权保护，经半

年多的努力，目前茶厂已完成了“源聚缘”

商标注册，并积极参与各种展会，还获得

了2021年上海森博会金奖。

对古茶树的保护，也是余晖珍夫妇、

王月英等人共同的心愿。“我们对现已发

现的百年以上的古茶树进行挂牌保护，挂

牌量已达800多个。”王月英说，她还积极

与我市相关部门对接，通过“五园”项目的

实施，改善茶园环境。眼下，茶园的主要

道路及水池等基础设施基本完成，茶园面

貌一新。

生态高山茶 村民采茶增收笑开颜

近一个多星期以来，坳后及周边村

庄的许多村民一大早就来到茶园采茶。

“我们采茶的薪资是按照斤两来计算，根

据采摘的难度不同，一公斤茶青的采摘

价格为 30 至 40 元。”村民潘世莲高兴地

说，她平日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去采茶，采

摘 10 公斤茶叶，就可收入 300 多元，在

采茶期内，大概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有些采茶速度特别快的人，一天能采

到15公斤。今年77岁的村民张凤姑就是

位采茶能手，她一天的采茶收入近 500

元。“这一片茶树林，在我小时候上小学时

就有60多年的树龄了⋯⋯”张凤姑一边采

茶，一边讲起了她与这片茶树林的渊源。

坳后村地处“东瓯第一山”巾子山山

脉，是典型的山老边远村和华侨村，全村

近 2/3 的人在国外，留村的大多为 60 岁

以上的老人，因地处高山，加上劳动力缺

乏，除几十年前种植的几十公顷茶园外，

没有其他特色产业，村集体收入几乎为

零。

“高山茶因为海拔的原因，茶芽抽出

的时间会比较晚。茶青采摘期将持续 28

至 35 天，采摘的均价在每公斤 36 元左

右。”桂峰茶厂负责人余晖珍说，高山茶

的间节很长，茶干较重，所以才采摘的价

格也会下调一些。茶厂年茶青的出产量

在 3000 至 3500 公斤之间，也就是说，仅

采茶这一项，每年可以为当地村民带去

十几万元的收入。

另外，茶厂每年种植新茶、果树，施

肥、除草等均需要劳动力，这亦为当地的

百姓带去增收的机会。“我们每人每天的

薪资标准为 200 至 230 元，茶园的维护

和管理每年支出可达十几万元。”余晖珍

说。

现在一片生机的茶园，曾经因长期失

管，大多茶树已成为原生态的野生茶。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 2018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多年在武夷山茶区经商的坳后

村村民黄金龙和余晖珍夫妇俩，发现了这

块“聚宝盆”并承包了该茶园。

“老茶树根系发达，吸取营养充分，新

叶产量少，很有经济价值。他们采摘了一

些送到武夷山，权威的制茶专家品尝过

后，给出的评价都非常高。”余晖珍说，发

现这处“宝地”后，她就带领村民一起对这

里进行开发，成立茶厂，并邀请专家实地

调研，对古茶树进行保护。

王月英是温州市科技特派员，她在湖

岭镇调研农业产业时了解到这个高山生态

茶园，并决定要为保护古茶树做点事情。

“这里的茶树终年不施肥、不打农药，

属于纯自然生长模式，这片山林里有着杜

鹃花、金樱子花、竹子等，茶叶里有着独特

的清香。”在王月英看来，每个地方的茶叶

都有自己的“生态密码”，不同的土壤、不

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微量元素构成了茶

叶独特的个性，坳后村茶园出产的茶叶天

然纯净，正是做好茶的好材料。

“古茶树是茶文化的‘根’，我们希望

能好好保护古茶树，通过我们生产的高山

生态茶，让消费者从中品尝到时光之滋

味，历史之厚重。”余晖珍说。

目前，桂峰茶厂已经制作好小批量的

红茶。“高山茶汤色金黄透亮，品一口齿颊

留香、回甘持久。”余晖珍说，该款茶叶也

颇受爱茶人士的欢迎，根据茶树树龄和山

头 的 不 同 ，高 山 红 茶 市 场 价 为 每 公 斤

2500 至 6500 元不等。茶厂红茶的年产

量为 600 公斤左右，用于销售的量约为

300至400公斤，剩余部分用于储存。

建复合栽培示范基地改善老茶园

如画梯田种出“金饭碗”
■记者 林长凯

“以前，村民在梯田里种油菜、水稻是种生活；现在种油菜、有机水稻

是种风景、种美丽、种财富，美丽梯田带动乡村旅游，实现山村蝶变。”日

前，林川镇对川村村民王德良在朋友圈里感慨家乡父老在梯田里取得的

“致富经”，一张张美丽的油菜花、风吹稻浪的风光照片在朋友圈圈粉无

数，并获得阵阵点赞。

“梯田是对川村的宝，种出的油菜和有机水稻，是村民致富的法宝。”王

德良说。

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幸福瑞安幸福瑞安

保护古茶树 品味茶中历史之厚重

在做大绿色产业中实现共同富裕
■王国荣

为了方便游客观赏，对川村不仅在梯

田间建造了一条石板小道，而且还建设了

3 个观望亭，方便游客摄影。每到周末或

节假日，过来游玩的人猛增，尤其是摄影

爱好者，还有人还带了帐篷，搭在观望亭

里，以便第二天早起拍摄。

游客纷至沓来，带来了旅游经济，生

意也越来越红火，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50岁的王小梅是对川村村民，因为家

在村口，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搭上了乡

村旅游这趟顺风车。“我在家门口摆摊，卖

一些自家手工制作的萝卜干、笋干、菜籽

油等农家特产，预计今年年收入可达 5 万

元。”王小梅一家日子过得红火，还准备将

旧房改建成了三层新楼房。

王成标对记者说，下一步，对川村将

整合优势资源，继续发展美丽经济，通过

建设特色民宿、开办丰收节等项目，助推

休闲旅游、康养宜居和绿色农业等产业发

展，带动村民致富。

据了解，目前林川镇高山梯田里种植

的油菜主要集中在对川、英山等村。对川

村的梯田从山顶延伸下来，坐北朝南，光

照充裕，主要种植一季水稻和一季油菜。

今年对川村共种植油菜 33.5 公顷，农户们

种植油菜，用来榨油自用或出售。

捧着绿水青山“金饭碗”，却要到处讨

生计，这样的困惑，曾经难倒了对川人。

“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村民没有可靠的

门路，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

主要是老人。”说起对川村曾经的困境，对

川村党委书记王成标直摇头。

近年来，对川村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向梯田取“致富经”，种植油

菜花和有机稻米，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特别

是近一两年，对川村加大了梯田的保护力

度，加上村民的种植经验丰富，油菜年年丰

收，来村里观赏油菜花的游客增多，直接带

动了村民菜籽油的销售，增加了村民收入。

“我们自己压榨的菜籽油很畅销，大

部分是游客上门买走的，梯田里种植的油

菜转身变成了财富。”村民王海侨说，以前

农户们要挑到湖岭镇上去卖，现在在家里

就可以卖掉。

一花一稻实现山村财富蝶变一花一稻实现山村财富蝶变

油菜收成后，村民们会接着种植有机

水稻，这是对川村的另一张致富金名片。

对川村梯田里土壤肥沃，为农业发展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村民积极利用这

一优势，梯田里种上有机水稻。由于有机

水稻品质优良，一推向市场就深受消费者

的欢迎。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有机水稻

品牌，对川村的种植户联合周边几个村庄

的种植户成立了高山梯田有机稻米专业

合作社，注册了“川和”牌商标，指导当地

农户按照有机稻米的标准来种植水稻，并

进行统一管理销售。

“村民靠有机稻米增加了收入，而且

一年比一年好，这是大山梯田馈赠给我们

的财富。”王成标说，有机稻米符合人们对

健康食材的需求，大伙对有机稻米的前景

充满信心。

“以前的对川村深藏大山无人知晓，

现在一花一稻美名扬。”说起对川村的蝶

变，王成标自豪地说，如今的小山村惊喜

不断，上半年的漫山油菜花和下半年的风

吹稻浪让游客流连忘返，平时也有城里人

过来住民宿、吃农家菜、购农家物、享农家

趣、看农家景⋯⋯

富民产业带动村民齐致富富民产业带动村民齐致富

王月英王月英（（右右））采摘茶叶采摘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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