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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深山茶飘香。
四月，我市各产茶县迎来了疫
情后的春日收获季。金寨县全
军乡用了几年时间从一个农业
基础薄弱、群众以务工为主的
山区农业乡，逐渐转型发展为
闻名全国、飘香海内外的茶产
业为主的美丽文旅之乡，在实
施“生态茶园”“产业融合”“品
牌提升”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的
姿态，真正实现了“一片叶子，
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
姓”，连起二三产业，百姓逐渐
过上幸福日子。赶在茶季，记者
一行深入乡镇村舍茶园农家，
走访当地茶企和农企，探访地
方经济转型发展之路，感受新
农村建设和谐文明之美。

4月10日，记者一行驱车至大别山
腹地的金寨县全军乡，一路蜿蜒向上，
绵延起伏的茶园正迎来春茶采摘旺季。
历经一冬的孕育，春茶芽硕叶茂，色泽
翠绿，山雾云绕下，飘着淡淡的清香，
托举着当地群众丰收的希望。

全军乡地处梅山水库上游，境内崇
山峻岭，沟壑纵横，是一个典型的集山
区、库区、老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近年来，该乡依托资源优势，积极探索
产业扶贫新模式，通过实施品牌带动、
发挥能人效应，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等绿
色生态经济，让越来越多的群众特别是
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品牌带动 荒坡也能变金山
“金龙玉珠因其形而得名，采用一

芽一叶为原料，外形呈圆腰状，冲泡时
如龙戏水。”在位于全军村的金寨县金
龙玉珠茶业有限公司，村支部书记杨俊
很自豪地告诉记者，“现在正是春茶旺
季，陈明松老总外出联系业务了，我来
带大家到茶园转悠转悠哦！”

昔日荒废的大团山茶场，今朝茶香
四溢。制茶车间内更是一派繁忙的景
象，采摘、摊晒、杀青、揉捻、干燥，
机器的嗡嗡声打破了春日山村的宁静。
公司生产的金龙玉珠茶叶是国务院办公
用茶，热销海内外，工人们在进行每一
道程序制作时都格外小心细致。

“每年这时候，咱们都来公司采茶，
赚点外快贴补生活。”40多岁的河湾组
村民叶长红手里拎着刚从茶园采回来的
鲜叶，让师傅称称重，呵，1公斤上好的鲜
叶。手快的她一天下来能采摘近300元
鲜叶，公司食堂还管一顿饭。她和村里的
留守妇女一样，一到春茶季就到公司的
茶山上集合摘茶，一个多月至少可增收
五六千元，多者近2万元。

2017年以来，金龙玉珠茶业优先录
用贫困户常年就业，解决30多户贫困
户的临时就业；年用工1 . 65万个；采茶
日均320人，采茶期75天，去除雨天年
用工约2 . 25万个；季节性临时用工日
均60人，月17天，年用工1 . 22万个，全
年用工总量5 . 12万个，其中贫困劳动者
务工总数2 . 53万人，年合计支付贫困
劳动者劳动报酬253万元。当地贫困户
每年至少获得5000元以上的收益。

品牌的影响力，让名不见经传的小
山村逐渐被外界认知。据悉，金龙玉珠
自 1993年至今一直是国务院办公用茶
供应商，2016年又成为联合国南苏丹维
和部队会议用茶供应商，多次荣获茶博
会金奖、银奖，安徽省名牌产品，安徽

省著名商标，金寨县第一个中国优质产
品称号和第一枚进入评审中国驰名商标
的茶叶品牌，出口美国、加拿大、丹
麦、日本、俄罗斯以及非洲等国家和地
区。近年来，靠品牌带动，产业扶持，
就业扶持，这个原本闭塞落后的小山
村，搭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

“为了助力脱贫攻坚，我们还开发
了爱心扶贫茶，用高于市场价10%的价
格收购贫困户茶叶，统一包装，制作金
龙玉珠成品茶，除去成本费用，利润全
部返还贫困户。”品牌创始人、公司董
事长陈明松告诉记者。承包大团山茶场
2 0 多年来，陈明松凭着对茶叶的执
着，一直以“振兴茶业，致富茶农，诚
信经营，外向发展”为宗旨，致力将本
土茶叶品牌做大做强。通过“政府+企
业+贫困户”的模式，公司不断扩大品
牌效应，全军、梁山两个行政村107户
农户，其中90户贫困户，年均单项分
红、返利14 . 17万元。如今该公司已成
为集良种繁育、名优茶研发、连锁销
售、品牌推广为一体的大型专营茶业公
司，拥有扦插园 1 2 0亩、母本园 5 0 0

亩、采摘园2800亩的优质良种基地及
有机茶生产基地，并组织成立了全军乡
剑毫茶叶专业合作社。在公司带动下，
曾经的重点贫困村全军村2017年整村出
列，贫困发生率降至0 . 03%。

能人引领 效应扩张助脱贫
逢新茶上市时节，地处豫皖交界处

全军乡前龙村邬冲组的天堂山茶场也热
闹起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茶商一拨又
一拨，有来自省城合肥的、河南信阳
的，还有从上海、北京等城市慕名而来
的。茶香不怕山路远，近年来，随着互
联网快速传播，程氏父子两代人接力、
发挥匠人精神研制深山好茶，早已随着
茶香传出山外。

在程式家庭农场，我们见到65岁
的农场主程本轩，正领着工人对新采的
鲜叶进行手工炒制，另一旁茶叶杀青
机、名优茶理调机、揉练机、提香机呼
呼地响着，人工机械同时开工，生产出
两种不同口味的茶叶，销售给不同的客
户群。程本轩告诉记者，疫情后才进入
复工状态，这几日已经忙得停不下来。
儿子程烨刚刚接了一批北京、上海的新
订单，还有好几位信阳的客商等着要
货，他带着工人夜以继日连轴转。新茶
供不应求，让这个习惯传统线下销售的
制茶人有点应接不暇。

地处金刚台脚下、海拔400米的天
堂山上，松柏青翠、兰花飘香，野樱
桃、野山桃等各种花争相怒放，所产
毛尖、瓜片茶常常带着一股花香味，
独特的资源和地理优势，造就了其
独特的茶香，让天堂山茶场的茶不

愁卖。程本轩站在山头，手指近500亩
茶园自豪地说：“20年前，我作为邬
冲组‘炒茶能手’将村级集体经济480

亩茶场承包了下来，从养家糊口到产业
经营，我把炒茶的工艺可谓发挥到了极
致，也很用心地带出一批又一批的‘炒
茶巧匠’。”

为了接力父亲辛苦开拓的茶产业，
2006年，程烨大学毕业后又到黄山皖
南茶校茶叶专业学习两年，获得了中级
茶叶制作员和中级茶叶审评员证书。学
成归山的程烨一心要将天堂山茶做强做
大，带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

程烨一边将所学知识运用于茶场管
理，一边将目光锁定市场开拓。2014

年，他和父亲为天堂山茶叶注册“龙津
溪地”品牌。为了提高农民茶叶采摘质
量，增加农民收入，程烨还引入高产早
熟品种，目前农场主产六安瓜片、金寨
剑豪、金寨红茶，年销售收入120余万
元。随着茶叶市场的日益开拓，纯手工
制作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为了提升
产茶效益，2014年程氏父子对茶叶生产
设备进行了更新，先后购进多台茶叶杀
青机、名优茶理调机、揉练机、提香
机；同时对老茶园改造复壮50多亩，
培植名优六安瓜片基地100多亩。

品牌效益打开了市场销路，带动周
边农户跟着受益。每到茶季，农场吸纳
本村及邻村采茶工120余人，其中贫困
户38人，茶农最高年增收2万余元。在
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同时，程式父子还对
村里的贫困户进行帮扶，帮助贫困户黄
开江养殖黑毛猪30多头、母猪4头，年
出栏生猪20头，养殖土鸡500只，增收
4 . 5万元；黄朝凡养殖黄牛28头，年出
栏7头，增收9万元。

在父子两代人的努力耕耘下，程式
家庭农场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被
设为六安瓜片传统手工炒制“师带徒”
培训点，龙津溪地茶叶通过有机产品认
证。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去年茶园基地
被认定为特色种养扶贫基地，村级入股
30万购进名优茶生产线一条，每年分
红给付31440元，今年3月新植茶园100

亩。“我们村与网红风景区龙津溪地一
条线。下一步，我想把咱们的乡村观光
旅游做起来，带动茶业发展，带领更多
的群众齐奔小康。”程烨说。

农旅结合 山乡开出幸福花
进入全军乡熊家河村地界，兰花、

映山红、月季花卉基地连片大棚映入眼
帘，伴着花香四溢，一排排苏州园林式
独立乡村精品民宿，依山傍水，与春日

风光相得益彰。
依托乡村原生态环境和当地范家

洞、陈家寨、28军红色遗迹等红色资
源，张功国，这位创业成功人士2017年
回乡投资成立金寨县西楼生态旅游有限
公司。公司项目规划面积2800亩，辐
射总面积达3000亩，是一个以现代农
业、旅游、红色拓展为一体的综合性开
发项目。去年流转何家湾、熊家河460

亩土地用于现代农业经营，建成110亩
蔬菜大棚，果蔬年产值400余万元，村
集体经济年增收6 . 9万元，为21户贫困
户户均年增收8000元。2020年由传统
作物种植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向红色
旅游、康体养生、农业观光等旅游产业
延伸，促进农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
合。

“投资600万元的红28军遗迹纪念
园建设已经开始启动。”该乡负责人介
绍，西楼产业发展链条的进一步延伸，
不仅为金寨旅游增添了新亮点，也富了
当地老百姓的口袋。公司成立运营以
来，年吸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200人，
户均就业增收5000元。2018年全省第
一宗土地入市分红在全军乡开展，共为
52户群众分红股金8 . 82万元。公司还
引进八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仰天
农场，发展高山蔬菜种植项目，目前流
转土地2000余亩，通过代销农产品，
吸纳贫困户就业，每年可为30户贫困
户户均增收3000元。

“目前我们有600亩设施齐全的生
态大棚，28间独立乡村精品民宿和一
家豪华民宿，刺激漂流项目前期施工已
结束，范家洞清朝避难遗迹、范家沟寻
宝谷、红军纪念馆和体验馆项目正在设
计施工中，兰花、映山红、月季花卉基
地已成熟，大面积规模种植基本完成，
预计今年十月前后可正式营业。”在生
态庄园内，张功国对每个工程项目和进
度情况如数家珍，这块土地，倾注了他
对家乡发展满腔的热情。十多年前，张
功国在江苏张家港从水果批发销售、蔬
菜种植和销售为起点，发展到花卉种
植、销售，农业技术科研和育苗。创业
有成心系家乡，回乡发展的想法一直萦
绕心头。通过3年滚动发展和沉淀，西
楼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如今规模初步形
成，果蔬产品成功打入合肥周谷堆农贸
市场，各项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对张
功国来说，对于家乡这片热土的挚爱，
就如同漫山的映山红一样，扎根越深，
花开得越烈！

绿绿野野山山川川织织锦锦绣绣
——来来自自金金寨寨县县全全军军乡乡转转型型发发展展一一线线的的报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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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人间四月天，在“九·一六”茶场里的十
六级阶梯梯田上，一陇陇春茶翠绿欲滴，与万余
棵盛开的映山红交相辉映，如诗如画，美不胜
收。

“已经有四、五年了，每年春天我们都到这
里来买茶，顺便欣赏一下春天的美景。”家住合
肥的黄女士是一名教师，趁着周末时间，和老公
带着儿子来到“九·一六”茶场，临走时带走了几
斤春茶。

位于舒城县舒茶镇的“九·一六”茶场是舒茶
人民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视察舒茶十周年之际，为
响应其“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伟大号
召而开辟的。

从1968年到现在，50多年来，舒茶镇茶产业
在“九·一六”茶场的辐射带动下，已发展名优茶
基地1万亩，茶叶加工企业25家，茶农4800户，年
产干茶250吨，户均茶叶年收入3200元，茶叶综
合年产值1 . 5亿元，成为江北茶区首屈一指的茶叶
内销外售主产区。

这一切，都与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现任
“九·一六”茶场场长的吴福广。从20岁进入茶场
工作至今，在茶叶领域，风雨半世纪，吴福广用
坚韧和执着，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茶叶发展之路。
他的心里始终“装”着茶叶，更“装”着茶农，
立志要用一片叶子托起群众致富希望。

1951年出生的吴福广是土生土长的舒茶人，
197 1年，年仅20岁的他进入“九·一六”茶场工
作。虽然是场里的会计，但他却忙里偷闲，学习
了种茶、制茶、茶园管理等各项业务技术，短短
几年便成了场里的技术骨干。

1984年，吴福广接过老场长的“衣钵”。在
他的带领下，舒茶镇以“九·一六”茶场为龙头的
茶产业取得了空前发展。然而，上个世纪末，随
着产业结构调整，茶叶在农业中地位发生动摇，
随之而来的是茶园大面积荒废，大量茶叶初制厂
倒闭，低档炒青绿茶外销受阻，茶场处境艰难。
关键时刻，他决定走精品路线，靠生产名优茶寻
找出路。

要生产名优茶，必须依靠优良茶树品种来支
撑。吴福广根据江北茶区气候特点，运用单株分
离、系统选育法，培育出茶树良种6个，其中，
“舒茶早”、“山坡绿”通过全国茶树良种鉴
定。随后，他建立了以“舒茶早”为主的茶树良
种繁育基地，年出圃良种茶苗5000万株左右，成
为皖西最大的茶树良种繁育基地。目前“舒茶
早”茶树良种已在安徽、河南、浙江、江苏、山
东等茶区推广近百万亩。

在吴福广的带领下，“九·一六”茶场建立了
手工制作车间，培育手工制茶技术，传承传统制
作工艺。同时，引进了一条清洁化茶叶加工生产
线，实现年生产名优茶10吨。通过传统制作工艺
与清洁化加工生产线相结合，茶叶加工质量和效
益得到大幅提高。

有了茶树良种和加工技术的强力支撑，制作
名优茶水到渠成。1997年，在吴福广主持下，茶
场研制出舒茶早芽、山坡兰香等系列名优茶。当
年5月，在中国(北京)国际茶博会上，舒茶早芽首
次参评并获金奖；同年6月，山坡兰香在全国第二
届中茶杯茶叶评比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受到了
全国著名评茶专家和业内人士高度肯定。

20 10年，吴福广又
根据市场需求，依托技术
和资源优势，研制开发了
“ 红 茶 、 瓜 片 茶 、 茶 花
茶、绞股蓝”等系列新品，
与“舒茶早芽”系列名优茶
一起，构建了茶场四季有茶
事、长年产新茶的产业新格
局，形成了茶场系列名优茶的
“五朵金花”。

“茶叶畅销只是第一步，如
何让茶农通过茶叶脱贫致富才是
关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吴福
广把带领茶农共同致富当成他的最
终目标。

2017年，茶场组建舒城县九·一
六茶叶专业合作社扶贫驿站，吴福广
承诺：自当年开始，连续4年实施“两
免”、“三保”、“一分红”产业扶贫
举措。据不完全统计，茶场每年收购舒
茶镇及周边乡镇茶农的鲜叶原料20多万
斤，经过深加工、靓包装，既提升了茶叶
品质和档次，又增加了茶农收入，充分提
振了广大茶农的致富信心。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呕心沥血近50年
来，吴福广把发展茶产业当作一生的事业，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吴福广，每天仍然在
茶场里乐此不疲地忙碌着，他希望带着大家通过
茶叶，踏上人生更精彩、更辉煌的征程。

深入茶园农家、生态园区、农企采访中了解
到，多年来，多山的地理环境限制了全军乡规模
农业的发展，农业基础薄弱和本地市场的萎
缩，让务工收入一度成为该乡群众收入的主
要来源。2014年建档立卡时，全乡共有贫困
户649户2240人，贫困发生率22 . 8%。
在山间闻着茶香和花香，深深地感到，
一片片茶叶满含深情，一位位茶“能人”把
茶产业做大做强，为当地贫困户家庭脱
贫致富带来了希望。近年来，全军乡党
委、政府与时俱进，勇于担当和作为，
利用品牌茶叶资源优势，整合大面积
茶园现状，引导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产业发展示
范带动，通过“政府+企业+贫困
户”的模式，促进全乡茶叶经济快
速发展、品牌效应扩大、农业产
业统筹利用、贫困户收益增加
的目的。
只有本土企业做“强”，

示范效应才会放“大”。全军乡目前茶园面积
12000亩，人均1亩以上，有安徽金龙玉珠茶叶有
限公司、金寨县长岭头茶叶专业合作社、金寨县
龙津溪地茶叶专业合作社、金寨县天堂山茶叶
专业合作社等4处高标准茶叶基地，茶叶户均收
入两万元以上的农户占80%，全军、梁山两个贫
困村均已发展成为茶叶种植特色种养业专业
村。
随着西楼生态旅游有限公司的入驻，全军乡

去年开始从传统茶叶到新型蔬菜产业转型，在充
分发挥茶叶产业固有优势的同时，着力打造第二
大支柱产业品牌——— 蔬菜之乡，全乡建设设施蔬
菜大棚500余亩，蔬菜种植面积1500亩以上，年可
带动贫困户60余户，户均增收10000元以上。
昔日的贫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

2019年底，全军乡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1095万元，
较2014年增长了17%,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 . 4万
元，较2014年增长了75%,630户2210人贫困户顺
利脱贫，两个重点贫困村全部出列，剩余19户30
人预计于今年年底全部脱贫。本版策划：徐 缓 WXRB—xuhuan@163 .com 责任编辑：储 勇 wxrbcy@126 .com 版式设计：汪莹莹

为了那片茶园和那些茶农
——— 吴福广和“九·一六”茶场的故事

周先才 本报记者 黄雪彦 杨曦

喜看乡村美丽嬗变
采采 访访 札札 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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