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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洛南县景村镇御史村

脱贫户张红华在查看蜂箱。据介绍，

今春以来他在自家院子空地养殖中华

蜂50多箱，预计年收入3万元左右。

（本报通讯员 郭夏季 摄）

村民在茶园采茶村民在茶园采茶

中台村茶园中台村茶园

4 月 13 日一大早，范培勇又带人上山采茶了。只见
他用拇指和食指快速地将一片片嫩黄的芽叶摘下来放进
竹篓，并不时抬头看着眼前一眼望不到边的葱郁茶园，脸
上挂满笑容。

“谁说柞水种不成茶，我们种出来了，这已经是第二年
采摘了！”范培勇高兴地说，现在茶园面积达到 2390亩了。

4年过去了，柞水茶叶引种成功，把茶叶种植向北推进
了近 100公里，实现了南茶北移的新突破。

破解四道难题破解四道难题

范培勇是杏坪镇中台村人。2018 年以前，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的他，看到村上没有像样的主导产业，心里着急，
一直在寻找。

当看到村里大部分人都搬到了云蒙山下，空出来了好
多山地时，范培勇来了主意——种茶。

第一道难题：大家反对，认为柞水种不成茶。
与柞水接壤的山阳、镇安有茶园，但柞水没有，不是没

人试过。早在 2012 年，同镇的天堂村村民就尝试过规模
种植茶树，其他乡镇也有人不断尝试，但由于柞水纬度较
高，冬季温度低，茶苗难以过冬，始终没成功。

但看到村里零星的茶树，范培勇没有放弃。2018 年
11 月，范培勇在浙江茶园学习后，坚定了种茶的决心，于
是他引进 12 万株龙井 43 茶苗，试种了 60 亩。当年，由于
冬寒、冬旱和来年春旱，加上技术管理不成熟，第一批茶

苗 成 活 率 仅
为 60%。

当时，南
京 市 高 淳 区
对 口 帮 扶 柞
水 县 联 络 组
也 在 柞 水 寻
找 合 适 地 方

准备发展茶产业，看到中台村村干部的积极性后，挂职干
部赵福荣就在茶山上住了下来。

2019 年，范培勇、赵福荣在中台村张氏沟、石家山两
地开辟茶叶种植示范园。几年来，他们起早贪黑，精心管
护，先后试种了 10 多种茶树，最终找到耐寒耐旱的龙井
43、白叶一号、金萱、安吉白茶等 4个品种，茶园渐成规模。

第二道难题：缺水。由于山高路远，茶园灌溉成了
大问题。

范培勇、赵福荣和其他村干部跑遍全村及周边沟峪，
一个多月才找到山间的一条小溪。可引水上山需要钱，赵
福荣积极争取，找到高淳区对口帮扶柞水县联络组协调，
拿到了帮扶资金。后来，考虑到茶园面积不断扩大，他们
又在山脚下打了两口机井，请专家设计了一套浇灌系统，
采用了先进的水肥一体化节水高效技术。

现在走到茶园，随处都能看见铺设的管道以及滴灌、
喷灌设施。

“光引水，就花了 160多万元。”范培勇感慨地说。
第三道难题：茶苗过冬。
现在的茶园看着郁郁葱葱，但它是艰辛付出铸就的。
到了栽茶苗的时候，村上从南京拉来茶苗，赵福荣以

及从南京来的茶叶专家每天守在山上，手把手给范培勇和
村民教技术。

“这山上条件艰苦，但专家硬是住了三四个月，等我
们掌握了栽植、施肥、修剪等每一道工序后，专家才离
开。”范培勇说。

为了确保茶苗过冬，赵福荣和南京的茶叶专家借鉴东
部地区茶叶种植新理念，把秋栽改为春栽，充分利用夏秋
生长争取茶苗壮苗过冬。

冬季来临，南京的专家又来了，在他们指导下，茶农给
茶苗覆盖上保温棚，就这样，令人担心“茶树会被冻死”的
现象没有发生，茶苗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近几年，中台村还研究出了将枯草覆盖到茶苗上，或
是将废弃的木耳菌包打碎了覆盖在茶苗上，有效保证了茶
苗安全过冬。

第四道难题：制茶技术
2022年春天，茶园迎来了第一次采摘。
看着嫩黄的芽叶，大家高兴极了，但由于疫情影响，

制茶时约好的南京专家却过不来，周边县里的制茶师傅
也来不了。

范培勇只能自己上手，南京专家通过视频远程指导，
结果一连三天都失败了，浪费了近 100公斤的鲜叶。

“当时，我心里都在滴血呀！”回想起来，范培勇仍心
疼不已。

今年春天，中台村茶园 4 人早早就到南京学习制茶工
艺，还请来了高级制茶师卜维梁住在茶山上现场指导。

千里援建茶园千里援建茶园

中台村引种茶苗成功，实现了柞水茶叶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的转变，是苏陕协作结出的硕

果。
苏 陕 协 作 ，选 准 项 目 是 核 心 。 早 在

2018 年，在南京市高淳区的支持下，经过
邀请专家论证，实际考察、土质化验，确
立了中台村发展茶叶产业的目标。

2019 年，由高淳区提供茶苗，在该村张氏沟栽植茶苗
20多亩进行试验性种植。经过两年精心管理，大多数茶苗
长势良好，经过多次尝试制茶，制出来的茶叶茶味香浓，受
到专家称赞。

村集体发展产业，项目资金支持是关键，驻柞水工作
组整合高淳区 7 个镇（街道）24 个集体经济强村结对帮扶
资金 210万元，采取“1+24”飞地建园模式，连续 3年将 630
万元资金集中投入中台村茶园项目。4 年来，茶园建设被
列为苏陕协作重点支持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700 多万元，
有效保障了产业发展资金需求，为茶园修建了产业路，解
决了茶园灌溉设施等难题。

茶叶产业发展，技术是关键。高淳区驻杏坪镇工作组
积极引导中台村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人才培养
输送机制，与南京雅润茶业有限公司建立友好协作关系，
特聘南京挂职柞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福荣定期、定点
授课讲解，指导帮助制定特色产业发展计划，成立柞水倍
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柞水县杏坪镇中台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并成功创建“终南皓月”品牌；聘请南京市高淳区青山
茶场党委委员、高级制茶师卜维梁传授制茶工艺。2022
年，云蒙山茶厂产茶叶 500多公斤，收入 40多万元。

2022 年 6 月，借助苏陕协作平台，中台村与高淳区和
平村建立“四方双结对、共建示范村”协作关系。作为江苏
省茶叶学会负责人，王润贤带领江苏专家团队一到柞水就
深入田间地头，先后考察了杏坪镇云蒙山茶园、柴庄茶园，
对早期茶园管理进行现场指导，实地查看茶园土壤、基础
设施建设、茶苗长势等情况，详细询问茶苗施肥、除草、管
理等情况，为中台村茶叶产业发展“把脉”，为茶叶产业健
康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今年春季，在高淳区驻柞水县杏坪镇挂职副镇长李玉
涛的牵线下，中台村 4 人到南京学习制茶工艺，掌握了制
茶的关键技术。目前，茶厂制茶已经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技
术认定。

在苏陕协作平台牵线搭桥和大力支持下，目前，中台
村在石家山、张氏沟、吴家湾、左家坡、八台坡等 5 个片区
示范种植了 7 个优质茶树品种 2390 多亩；新建标准化茶
叶加工厂 1570平方米，修建产业路 3.6公里。茶产业带来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日益凸显，已成为中台
村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争取获得国家级高山有机茶园
认证，进一步加强茶园科管，不断扩大规模，提升基础设施
水平，持续拓宽茶叶销路。”李玉涛说。

荒山变成青山荒山变成青山

中台村是柞水县信访局帮扶的重点村，在各方的大力
支持和帮扶下，经过 4 年的精心培育，中台村的茶叶种植
面积已增长到 2390亩。

在和暖的春风中，阵阵茶香沁润心头，连片的白茶、龙
井、金萱等茶树从山脚绵延至山顶，昔日荒山变成了如今
的青山，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我已经采了十几天春茶，每天挣 100元，采到 4月底，
估计能挣 3000 多元钱！”中台村村民熊晓琴穿梭在茶园
里，片片青翠的嫩芽随着她娴熟的动作，轻快地落入茶篓，
不一会儿，竹篓里就铺满了新采的嫩芽。

茶园里，成片的茶树吐露嫩绿新芽，随处可见采茶人
忙碌的身影。

范培勇介绍，为尽快采摘优质嫩芽，从 3月 28日开始，
村上组织附近村民 50 多人采摘。在家门口务工，村民既
能增加收入，又能照顾家庭。从开采茶叶到 4 月 11 日的
10多天时间里，预计发放茶农工资 10多万元。

村民范耀伟是众多采茶工中的一员，除了在茶园务
工拿工资，土地流转的租金对他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

入。“家里 18 亩地都流转给村上了，每年有几千元的租
金，再加上我和老伴在茶园务工的工资，比往年种粮食挣
得多多了！”

“现在茶园基地中有 1100 多亩地是流转土地，茶园建
设之初，村民们不太愿意出租自己的地，害怕我们赔钱出
不起土地租金。”范培勇回忆说，“现在好了，茶园逐渐发展
壮大，村民们也看到了增收的希望，都主动把土地流转给
我们。村里年龄大、要照顾家庭出不了远门的村民居多，
在茶园务工除了采摘茶叶之外，还有浇水、施肥、除草、修
枝等，每年可以在基地务工 5 个月左右，能挣 4000 元以
上，最多的能挣 1万多元。”

茶叶在中台村落地生根，不仅填补了柞水无茶的历
史空白，更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生态产业。通过

“支部+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中台

村将 156 户 495 人联结到茶产业链上，带动了周边 200 多
名群众就近就业，户均收入实现了翻番，有效解决了群众
就业，增加了收入。2022 年，中台村人均纯收入 1.3 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50 多万元，成为杏坪镇名副其实的
经济强村。

“这两年在茶园务工挣了点钱，我翻修了院墙门头。
居住环境变好了，每天的心情都是畅快的。”村民范显成高
兴地说，近几年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村里最大的变化就
是乡亲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原本闲置在家的劳动力都
主动来茶园干起了活，生活有了新盼头。

如今的中台村，村道平坦宽阔，道路两边装上了太阳
能路灯，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用上了净水器，还通了网
络。随着茶园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的幸福感、获得感也
更强了，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柞水县杏坪镇中台村建成茶园柞水县杏坪镇中台村建成茶园 23902390 亩亩，，把茶叶种植向北推进了把茶叶种植向北推进了

近近100100公里公里，，实现了我市南茶北移的新突破实现了我市南茶北移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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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采摘的鲜茶村民采摘的鲜茶

南京市高淳区援商技术人员南京市高淳区援商技术人员、、高级制茶师卜维梁高级制茶师卜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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