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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刚接待完游客的山阳县户家塬镇桃园村麻地湾
组村民郑忠虎扭了扭腰，信步走到茶园采了一把青芽，回
家烧水冲洗，再加开水冲泡。不一会儿，杯中嫩黄色的茶
叶上下飘浮，一缕清香之气淡淡溢出。“泡第二遍没有青草
味，香气更浓，止渴解乏。”跷腿坐在“归园田居”农家乐，郑
忠虎惬意十足。

近年来，户家塬镇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
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招商引进陕西秦岭清雅茶叶有
限公司，在全镇 19 个村（社区）规划种植黄金冠、安吉奶
白、金牡丹等高端茶树 1 万亩，其中桃园村已种植黄金冠、
金牡丹 700亩。

产业转型产业转型 路子越走越宽阔路子越走越宽阔

桃园村要种黄金冠、金牡丹高端茶叶，这消息两年前
在全村里打了锣！村民们议论，干部四处奔走，企业到底
能不能落户？

山区薄地肥力不足，种庄稼收成都少，南方茶叶移植
北方栽种，气候差异会不会水土不服……这一系列问题成
为压在桃园村党支部书记柳礼政心中的一块石头。

“守着传统产业，群众穷一辈子。产业转型风险极大，
弄不好鸡飞蛋打。”在发展茶叶之初，柳礼政处于进退两难
之中，“群众认为种一亩地，就能毛收入 1000 元，种茶叶能
不能生长心里都没有谱，搞不成损失太大了。”

在机制上创新，保障失地不失利，收益有增无减。
2021年，桃园村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运营模式，由茶
叶公司投资，负责前期种植与后期销售，村集体通过苏陕
协作资金入股分红，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及务工实现稳定收
益，消除群众后顾之忧。

“原来对种茶树心里没准头，不知道能不能生长。
后来看茶叶公司下这么大力气，干部又给我们做思想
工作，我想肯定是好事情。”看着前年栽种的茶树长势
喜人，村民郑忠庭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后来我还专
门给村上建议过，能不能发动群众在山坡上多种些，增
加农民收入。”

党员带头作表率，群众效仿跟着走，产业转型的路子
越走越宽。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代表外出考察、学习取
经，邀请专家实地论证等，对茶产业精准把脉。同时，发挥

党员示范作用，推行党员带头流转土地，入户宣讲政策，帮
助群众算增收账等，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据了解，桃园村通过茶树种植，已实现联农带农 267
户，其中通过土地流转带动 217户村民增收 860元，通过务
工带动 122 户增收 2000 元。村集体将苏陕合作项目资金
230 万元入股到茶叶公司，每年分红 11.5 万元。2022 年，
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19279元。

环境治理环境治理 和美乡村底色亮和美乡村底色亮

汽车在黑油油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窗外白色民居错落
有致，水泥院落干净整洁，低矮花墙风格一致，园子里蔬菜
新鲜娇嫩，门前花草争奇斗艳……

“集中连片实施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
施、红色教育基地、就业创业与乡村人才振兴工程、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五大类 12 个项目。”柳礼政说，“前几年村子
脏得很，到处是柴堆粪便，污水流到大路上。实施人居环
境整治以后，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据了解，户家塬镇结合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扎实推
进金钱河整流域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在桃园村、党家塬
村 、寺 坡 村 等 10 个 村（社 区）实 施 通 村 道 路“ 白 改 黑 ”
9.8 公里，修建产业路 5 公里、串户路 12.4 公里，更换饮
水管道 2500 米，新修农户庭院水池 307 个。安装太阳
能路灯 500 盏，购置四分法垃圾箱 100 个、3 吨垃圾压
缩车 2 辆、5 吨洒水车 2 辆、道路清扫车 2 辆。新建旅游
厕 所 6 座 、拆 除 及 新 建 公 共 厕 所 11 座 、改 造 农 户 厕 所
659 座 。 建 成 高 标 准“ 口 袋 公 园”3 个 、文 化 广 场 2 个 ，
新修垃圾台 50 个。

“党的政策就是好，政府投资铺油路，改厕所，修公园，
现在这环境实在太好了，我们心里都敞亮多了。”提起人居
环境治理，桃园村 77岁的村民何夏莲不断叫好。

笔者在该村看到，相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化粪池。池子
上面盖着圆形水泥板，周围种满了小草，化粪池侧面立着
太阳能光伏板。

“我们根据群众居住相邻的实际情况，规划设计三至
五户建一个光伏微循环水质净化系统，将农户厕所粪便、
生活污水埋设管道，引流至该设备，加入特种菌分解废
物、处理污水，排出的水可浇地或洗车。”户家塬镇党委书

记段宏文说。
山水村庄似桃园，和美乡村底色亮。令人赏心

悦目的是，创意彩绘墙、党员网格员联心服务公示
牌等随处可见，成为一道道风景。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旅游催生新业态旅游催生新业态

除了坡塬波浪式的茶园外，桃园村依山傍水的
秀美村庄，总会让游客得到意外惊喜。

“到这里来了几次，每一次来变化都挺大的，
我带着家人来玩，孩子高兴得不想走。”在桃园
村，西安市民杨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这地方多好
啊，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远离城市喧嚣和雾霾，
享受难得的清净。”

乡村按照景区建，旅游催生新业态。在段宏
文看来，只有加强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挖掘
历史文化，培植创业沃土，推进业态转型，才能吸引游客，
激发群众创业热情。

“在全国各地跑车太辛苦了，乡村振兴的机遇来了，我
在全村创办第一家农家乐，一个月毛收入近 2 万元。”对于
回乡办农家乐，村民郑忠虎信心十足，“随着旅游业持续回
暖，从高速路口到天蓬山寨、月亮洞，桃园村是必经之地，
农家乐成规模后，生意会越来越好。”

据柳礼政介绍，桃园村麻地湾组居住了 38 户群众，计
划发展农家乐 15 家，目前已建成 2 家，其余 13 家正在规划
实施中。

有吃有住，方可留住游客。随着农家乐的显山露水，
桃园村民宿的兴起已经呈现出冰山一角。

“‘五一’假期我家来了 10 个游客，5 个房间每间 180

元，住了 4 天收入了 3600 元，游客自己买菜，只用了我们
的柴火灶和碗筷。有一位老人住了几天，说她眼睛都清亮
了许多。”桃园村中坪组村民柳诗莲家建了 3 层别墅，房子
闲置了五六年，“做梦都没有想到现在农村房子能和城市
酒店一样卖钱，都是这几年环境改造好了，房前屋后干净
卫生，游客才往这里聚集。”

从传统农业生产，到发展高端茶叶，建设加工厂，群众
就业创业增收，带动民宿、农家乐、直播带货，农旅融合丰
富了桃园村的内涵。

“我们围绕‘两改两转三促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培
育新兴产业，改善人居环境，通过多项措施叠加实现农旅
深度融合，让农民群众端上‘生态碗’，吃上‘旅游饭’，实现
了持续稳定增收。”段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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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家塬镇新建的高标准高山茶园户家塬镇新建的高标准高山茶园

山披绿，茶飘香。行走
在 商 洛 ，茶 园 四 处 可 见 ，茶
香随处可闻。

我市茶文化源远流长，清
朝顺治元年，镇安县达仁镇象
园村刘氏开始栽种茶树，研制

出了我市第一个茶品——象园
茶。20 世纪 60 年代，毕业于西北

农业学院的张淑珍女士，来到本无
茶树的商南县，种茶制茶，演绎了南

茶北种的故事，创造了北纬 33°生产
生态茶叶的奇迹。

近年来，我市立足资源优势，内扩规
模调结构，外拓市场打品牌，茶产业呈现出

快速发展态势。2022 年，全市茶园面积达到
60.1 万亩、产量 1.1 万吨，综合产值 47 亿元，茶产业

已成为全市茶农增收致富的“黄金叶”。我市实施
“区域化布局、板块化推进、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
展”，颁布了《茶树无性系良种繁育技术规程》市级
标准，实施老茶园改造，推进茶产业向基地镇、基地
村集中。全市建成万亩以上茶叶基地镇 14 个、千亩
以上茶叶基地村 111 个。建成标准化生态标准园
46 个，其中省级 15 个、市级 31 个。建立标准化无性
系良种茶园 10 个 5 万亩、茶叶种苗繁育基地 1 个。

全市引进种植陕茶 1 号、龙井 43 号、安吉白茶、
中茶 108 等无性系良种 14 种，开发绿茶、红茶、白茶、
青茶、黑茶等品系 5 个，“五茶共舞”发展格局基本形

成。引进中黄 3号、黄金芽、奶白茶等茶树品种，精制
名优高端茶，促使茶园单位效益大幅提升。全市培育
茶叶加工龙头企业 19 家，其中省级 7 家、市级 12 家。
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被确定为市级茶产业链主企
业。育成茶叶专业合作社 140 个、茶叶加工厂 259
个，带动茶产业从业人员 5 万多人，主产区茶农户年
均收入 2万多元，人均收入 5000元。

茶产业被列入全市“菌果药畜茶酒”特色产业，
推进全产业链培育。积极实施商南县茶产业集群、
优势特色主导产业项目，推进茶叶基地建设、精深
加工。2022 年全市累计投资 2.23 亿元，建成种苗
繁育基地 1 个、智慧茶园 2 个、清洁化加工厂 3 个，
购置抹茶精深加工设备 1 套。坚持“面向市场走出
去”策略，加大商洛茶品牌推介宣传力度，精心策
划系列宣传展销、名优茶评选等国内外宣传推介和
茶事活动，产品亮相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有效提高了商洛茶的市场知
名度和美誉度。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茶+旅游”“茶+康养”
“茶+研学”等茶文旅融合新业态，建成以茶叶为主
导产业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9 个，打造了商南县富水万亩茶海公园、山
阳县黄花岭流域茶园基地、镇安县象园农业观光体
验园、丹凤县毛坪美丽新村等一批三产融合示范园
区 ，已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区 、网 红 旅 游 打 卡 地 。
2022 年 ，全 市 茶 叶 生 态 观 光 旅 游 人 数 达 50 万 人
次，旅游收入 2.5 亿元。

茶园成为一道风景茶园成为一道风景

游客体验采茶游客体验采茶

▷▷村民通过村民通过
采茶增加收入采茶增加收入

茶 旅 融 合 添 活 力茶 旅 融 合 添 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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