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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程章军 韩 杰）今年以来，柞水县
以建设“三高三区”新柞水为目标，以“三个年”活动为抓手，
通过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生态保护、营商环境等，紧紧
扭住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该县聚焦优质高效产能，推进绿色食品、新材料、医
药健康等 3 个产业链产值过百亿元，康养、清洁能源等 2
个产业链投资过百亿元，文化旅游产业链收入过百亿元，
倾力打造产业集群。强化项目储备，扎实开展“高质量项
目推进年”活动，建立“清底、建库、联动、保障、督导”项目

管理服务体系和“五库两单”，通过月报跟进、季度打擂、
现场观摩等举措，全方位推进周期谋划、流程服务、方位
协调、过程管理落实到位。开展“网格员+巡查车+无人
机”交叉式、互补式常态巡查，实行“双查”和“快查快处”，
推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由事后管理向事前防控、由被动
指引到主动出击、由单兵作战到系统协同转变，坚决当好
秦岭生态卫士。深入开展“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不断打造优
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柞水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茶香袅袅，茶韵悠悠。茶山披绿，笑语欢声。
3 月 28 日，记者走进山阳县延坪镇枫树村高山有机

茶园，一股股茶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一垄垄茶树在山
间延展，直抵天边；一叶叶茶芽挤满枝头，青翠欲滴。

茶，已经成了枫树村的特色产业，它不仅联结着枫树
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连接着枫树村的自然、经济和
社会，更关乎着枫树村的生态、产业和民生。

如今，在枫树村看到的皆是茶绿，闻到的皆是茶香。
枫树村的茶叶历经岁月沉浮与匠心传承，“冲泡”出了属
于枫树人的新天地。

种茶富了一个村

春雨过后，延坪镇枫树村群山披黛，茶园更绿。
一大早，村民谢家旺便早早起床，挎起竹篓，匆匆赶

往茶园。
“我们每年清明前就开始采摘新鲜茶叶，‘明前茶’的

价格一直都很高。趁着这几天的好天气，要抓紧时间多
摘一些。”谢家旺边说边穿梭在茶树间，手指精确地找到
嫩芽与茶树衔接点，轻轻一提，嫩芽与树枝分离，随即又
将手伸向另一个嫩芽，速度不减，直到一双手快握不住芽
茶时，才迅速将芽茶投入篓中。

高山云雾出好茶，好茶出自枫树村。延坪绿茶是
枫树村的特色产业，当地较大的昼夜温差、优良的水
质、高含量的负氧离子等优质自然资源，不仅为茶产业
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让一片茶叶富裕一方
百姓变为现实。

“去年，我种了 30 多亩茶，光茶叶的收入就达 5 万多
元。今年价格还不错，肯定能卖得更好。”说起种茶带来
的收入，谢家旺满脸笑容。

“现在采的都是明前茶，也就是茶叶最顶端的部分。
四五万个嫩芽才能制成一斤茶叶，每一个嫩芽，就代表着
茶农的一次挥手、一次掐摘、一次弯腰，所以显得很珍
贵。”枫树村党支部书记刘峰说。

在枫树村，从来没有一个产业，让村民像爱茶这般爱
得深沉。茶改变了枫树村，枫树村也改变了茶。

“平时在茶厂负责制茶，忙的时候一个月有六七千元
的收入。制茶结束后，在茶厂干干杂活，每天也有140元
的收入。”在延丰茶厂，制茶工人陈云宝说起自己的收入，
笑得合不拢嘴。

“我种了十几亩的茶树，去年鲜叶卖了 1 万多元，合
作社还给我们奖励了 1000 元。这让我更加坚定了种茶
的决心。”村民陈运胜以茶园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后，
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说起茶产业给生活带
来的改变，村民谭金香对
此深有体会。

“茶叶真的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合作社从我这
里流转了 50 亩土地，每年
光租金就有 5000 多元。”
谭金香说，她因茶脱贫、因
茶致富。

不光茶厂务工、土地
流转、售卖鲜叶，在枫树村
有些村民还通过资金入股
的形式，以每股 1 万元购
入股份，年终拿到了 1500
元的分红。

“在我们村，即使没有茶园，只要平时在合作社务工，
每年也能有不错的收入。”村民刘峰说。

“我们平时除了采收自己的 10 多亩茶园外，有时间
了还会来合作社帮忙，最忙的时候，一个月仅务工收入就
有6000 元。”今年33岁的村民吴农会作为年轻一代种茶
人之一，对发展茶产业充满信心。

“延坪茶树生长缓慢、茶叶有效成分相对含量较高，
所产茶叶香高味醇、清心怡神、经久耐泡。”延坪镇党委副
书记陈敏说。

正是因为优良的茶叶品质，枫树村的茶叶才成为家
家户户致富的“金钥匙”。

如今，枫树村以茶为主，带领村民种茶、采茶、制茶，
使村民走上了小康路。全村实现户均年收益 8000 元以
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30.2 万元，成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

在枫树村，像谢家旺、陈运胜、谭金香、吴农会一样，
因茶致富的故事，在春茶采摘的序曲中不断上演。

几代人的产业梦

说起延坪绿茶，还要从40 多年前村民余美才种下的
那棵茶树开始。

20世纪70年代，余美才当选为延坪镇枫树村党支部
书记。当时的枫树村还是一穷二白的贫困村，村民生活
十分艰难。

上任第一天，余美才就立誓要干出个名堂，让枫树村
人过上好日子。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许下誓言那天起，余美才
白天访专家、作调研，晚上查资料、搞研究……经过不懈
努力，余美才找到了当地产业发展的突破口——茶叶。

“那时候，我还很小，只记得父亲为了成功种出茶叶，
每天起早贪黑，带领300多名村民昼夜奋战，硬是用双手
开辟出了一片茶园。”余毕福回
忆起当时父亲带领村民开辟茶
园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茶园建好了，余美才一刻也
不敢歇息，又投入新的研究中。
白天，他穿梭在茶垄间，观察茶
树，记录数据；夜晚，他伏在油灯
前，捧书攻读，探索技艺。

最终，余美才从紫阳县调回
的茶苗在枫树村试种成功。5
年后，他又从长沙、杭州等地购
买了制茶设备，并成立了枫树村
第一家企业——枫树茶厂。

1994 年，枫树茶厂固定资
产达 20 万元，年收入 25 万元；
茶园面积达2000 亩，仅茶叶一
项，全村人均收入200元。生产
的“天竺仙茗”等 4 个种类的茶
叶在省内外打出了知名度，成为
枫树村的主要致富项目。

榜样在先，作为枫树茶产

业的第二代传承人，余毕福从小见证了父亲的艰辛和不
易，也深深明白茶对于枫树村的重要性。

余毕福在听着茶的故事、闻着茶的清香中长大。“父亲
干了一辈子茶产业，让我们家从此与茶结缘。我要像父亲
那样，在茶园扎根。”余毕福笑称自己是典型的“茶二代”。

30多年来，余毕福扎根于枫树茶山，从20世纪90年
代村办企业的茶厂保管到红枫茶叶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从全市南茶北引成功保留山阳的130亩茶树资源到创立

“延丰”等知名茶叶品牌，他通过不断推广茶叶生产技术，
发挥“传帮带”作用，全面带动了枫树村及其周围村民走
上发展茶产业的道路。

“现在枫树村茶产业规模逐年提高，种、产、销一体
化模式已经形成。”说话的是一个朝气蓬勃、气质干练的
年轻人。

“这是我儿子，他叫余忠成，现在也成了茶产业的一
员。”余毕福介绍。

余忠成今年 31 岁，高中肄业后，他就跟随父亲学习
茶树科管和生产设备使用等。

“我的思维还是有些守旧，对于推动枫树茶产业升级
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传承父辈的信念始终不会改变。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年轻一辈会带领枫树村茶产业迈上更
高的台阶。”看着儿子带领企业阔步向前迈进，余毕福对
茶产业的传承充满着希望。

“我现在也很喜欢干这个。”余忠成说，“爷爷和父亲
坚守了一辈子的茶山，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和余家祖孙三代一样，枫树村村民余盛权和余东父
子也为传承茶产业付出了艰辛努力。

茶产业发展历久弥新，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种茶人
的坚守和付出。对他们来说，茶叶不仅是发家致富的金
叶子，更是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和汗水。

做强产业促振兴

产业要发展，短板要补齐，产、供、销不能脱节。
在延坪镇枫树村甭孬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厂房内，合作社负责人余盛权正忙着组织工人精
选茶叶。

“我们的标准都是一芽一叶，采茶有一定的技
术含量，不能把茶树枝采下来。”余盛权说。

走进延丰茶厂包装车间，只见一派繁忙景象，6
名工人动作娴熟地将生产好的茶叶称重包装。

“我们包装茶叶，一天收入140元，还是很不
错的。”工人曹可斌一边包装一边告诉记者，他自
己家有地也种茶，来这里上班还能补贴家用。

在旭成康瑞茶厂，工人们按照制茶流程，认
真进行分级、挑选、杀青、提香、烘干等，伴随着
机器的滚动和轰鸣，浓浓茶香四溢开来，弥漫了

整个厂房。
“我们合作社每年生产的茶叶 70%都被厂家提前预

订，特别是‘明前茶’，很早就被预订一空。”余盛权说，“延
坪茶叶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我们的品牌效应。未
来，我们将持续打造品牌，发展独株茶，实现延坪茶产业
品质的再提升……”

“我们已经引进了白茶，还有油茶两个新品种，都将
见效，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延长产业链，还能够促使我们全
村的产业再升级。我们的生产设备也在逐步更新换代，
让枫树村茶产业真正传承下去。”旭成康瑞茶厂负责人余
忠成说。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枫树村茶叶种植面积达 1.1 万
亩，年产茶叶2万多公斤，实现产值千万元。村里先后发
展了延丰、枫树、秦南、甭孬、红枫等 6 个茶厂，建设茶叶
生产线9条。

在茶产业的带动下，枫树村周边 6 个村发展茶园
6000 多亩，带动700 多户村民种植茶叶。该村先后开发
了绿茶、红茶、白茶、茯茶等品类，在全市范围内新建直营
店 9 家，不断延伸销售链，积极打通销售渠道，产品成功
入驻国家兴农网、“832 平台”等，“延坪茶叶”成为山阳一
张亮丽名片。

产业升级了，品牌升值了，枫树村茶产业带来的是农
民增收、乡村兴旺。

“未来，枫树村将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不断加
大人才、技术投入力度，研发新品种，叫响品牌，拓展市
场。全镇将把茶园做大、产业做强、茶叶做精、品质做优，
大力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全产业链，实现群众
多形式、多环节、多渠道的稳定增收，在‘小茶叶’上做出

‘大文章’。”延坪镇党委书记何前博说。
奋斗的足迹扎根于乡土，生活的美好充盈于心间。
春风起时，置身万亩茶园，极目远眺，青山环抱，阡陌

交错，连块成片青葱茶园间，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蜿蜒向
前，伸向远方……

山阳县延坪镇枫树村发展茶产业40多年，如今产值千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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