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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你是爱花之人，此生一定梦想过生活

在开满鲜花的小镇，你可以随心游走在小镇洁
净的鹅卵石小道上，抬头见青山幽黛，低头处处
花开烂漫，置身在花的海洋当中，氤氲在花香
里，犹如到了梦幻仙境。

春风吹拂大地，春姑娘的绣花手一抚摸，望
春花、山樱桃、映山红开遍了巍延的大别山野，
而你邂逅美丽的单龙寺小镇，就“醉”入了花海，
四五月间鲜花小镇广场山花园的杜鹃花恣肆竞
放、五彩月季开得正美，花色层叠，婀娜多姿，惊
艳震撼。

占地约30000平方米的山花园内分区域种
植了太空月季、波斯菊、二月兰、百日菊、紫薇等
20多种花卉苗木，紫得梦幻，红得耀眼，黄得神
秘，白得圣洁！沿着道路两旁，花儿就是向导，娇
艳温柔地把你引领到清幽幽的河边，看印象派
大师笔下的水墨风景，享受浪漫与美好。

小镇广场山花主题园滨临发源于屋脊山山
脉的扫帚河，蜿蜒几十公里，流经单龙寺镇，汇
入佛子湖，融入淠河。水面蒸腾的雾气，冉冉上
升，袅袅如烟，渐渐凝聚升腾至山腰，幻化成起
起落落的云海，在喷薄而出的红日映衬下，美轮
美奂。

水草摇曳、清粼粼的扫帚河，繁花似锦的步
行街，每一处都宛如一幅印象派风景画,每一角
落都充满诗意。漫步在湿地湖边木栈道,水波荡
漾 ,清风送爽 ,阳光倒映湖面 ,一片静静的感觉，
犹如莫奈名画《吉维尼小船》美景 ,时光在此停
滞……站在这九曲桥上，好像就走到了大师的
画中。定睛回神，可不就是在画一般的景里！

随行的镇书记汪明勇颇为骄傲地介绍，陆
续投资1600万元对原来修建旅游快速通道时堆
放用的石料场、河滩植被、关停采砂场进行生态
修整，营造出怡人的滨水风光，形成休闲观光、
运动康养、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滨水景观空间，对
于“全景霍山”建设、“全域旅游”发展等均有着
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此外，湿地的生态功能有
利于保护佛子岭水库群生态环境，有利于淮河
水系水质改善，也有利于净化下游六安、合肥等
地饮用水水源，更有效地发挥着环保效益。

自2017年，单龙寺镇开启鲜花小镇的建设，
用花草园艺来美化或改善市镇面貌，保护自然
环境以更好地迎接游客，同时推进本地经济发

展。“小镇按照‘三季有花、四季常青，花草相依、
错落有致’的思路，精心选择花卉品种,在公路两
侧路肩空隙处分层次播撒花种，不仅仅有花卉
集中连 片 的 场 所 ， 更 要 让 小 镇 处 处 可 见 鲜
花。”镇书记汪明勇说，目前该镇在境内大别
山旅游快速通道及S318省道沿线播种了20余种
花卉，“一路景一路花，一路欢歌到农家”，
投资1200万元因地制宜重点建设了5大景点。

这里的自然河流和山峦，本身就是非常吸
引人的风景，再加上生机蓬勃、靓丽明媚的鲜
花与山川相互映衬，就像一座落入凡间的仙境

宫阙——— 清幽的花香扑面而来，沁入心田，游
人也会情不自禁地染上丝丝淡然与优雅，逃离
城市的尘土飞扬，行走在花园小镇，这生活也
许像春风一样让人沉醉。

(二)
在3年前，屋脊山还是一座偏僻荒山，没有

任何规范的旅游基础设施，有的只是连片繁茂
的千亩竹海、独自盛开的漫山杜鹃以及村民与
摄影爱好者们“踩出”的林下小路。

自2017年10月开始，单龙寺镇对屋脊
山进行全面开发建设，谋划打造华东地

区第一个摄影家村。精心编制规划，
高位启动建设，先后投入1500余
万元建成气势恢宏的屋脊山景
区接待中心，2018年10月，屋
脊山摄影家村正式对外开
放，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前
来赏景、游玩、摄影的游
客络绎不绝。

在通往屋脊山山顶
的入口处，“武帝南巡”、

“探幽百丈涧”、“寻访大
悲庵”、“敕封屋脊山”等
8幅浮雕，生动形象，描

绘出“汉武帝巡狩屋脊山”的文化典故。整个屋
脊山从二祖洞、苍鹰岩，再到守望树，每一处景
点，都含有动人的人文典故，彰显着景区的文
化品位与内涵深厚。

2019年，该镇投资220万元重点开发接待
中心对面的神印岛，建设了一座秦汉风格景
观阁楼，以一座体验式景观吊桥相连。神印
岛上，红木景观阁楼掩映在万绿丛林之中，
四周荡漾着粼粼波光，湖光山色美倒映，身
临其境不慕仙。“268米的浮桥项目已经开
启，今年年底即将完工，到那时，你们‘飘

越’扫帚河，登临神印岛，又是一番不同的
体验哦！”汪明勇书记一边带领我们欣赏景
观阁里前不久才举办的“屋脊山杯”全国摄
影大赛的优秀作品，一边自信地预告着摄影
家村未来发展规划远景和成效。

据悉，为提高屋脊山摄影家村的接待能
力，满足摄影爱好者的住宿、餐饮等需求，
镇里利用扫帚河中学旧址改建了一处摄影主
题民宿，毗邻大林竹海风景区，建有民宿24

间，并配套一处休闲观景平台和两处休闲庭
院式广场。

随着摄影家村名气不断增大，吸引了省、
市、县各地的投资商来镇投资，先后利用废弃
校舍、敬老院改建了屋脊山民宿、“柴院-青山
见”民宿等有地域特色的精品民宿，打造集摄
影、教学、研游为一体的艺术工作室，并积极举
办摄影创作培训班、影像后期处理培训班等，
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了集理论学习和实践
体验为一体的艺术创作基地，不断拓展旅游内
涵，提高旅游附加值。

(三)
在持续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过程中，鲜花小镇无疑是单龙寺镇最为
闪亮的一张名片。一方面通过鲜花种植、园

林绿化、基础设施配套等来塑鲜花小镇的
“形”，另一方面在集镇以西沿大别山国
家风景道建设十里山水画廊，沿线依次建
成扫帚河人工湿地、大别山山花园、古树
人家、长院露营地、兰花文化园、唐冲渔
家风情街等旅游节点,来壮大鲜花产业,以
铸鲜花小镇的“魂”。

2019年，该镇在西冲古树人家依山就
势建成狭长型山花公园，公园对面民宿项
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设
施。西冲古树新村有着“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之美，紧邻大别山风景道。“古树欹
斜临古道”，踏着石板路走上古树景观平
台，抬头仰望，历尽百年沧桑的枫杨枝繁叶
茂，依然浑厚虬劲；凄美的爱情故事倒是勾
出不少年轻游客的泪花。游廊对面的石崖
上，隽刻着“此处心安是吾乡”几个大字；还
有五家行古民居、郭家花屋，青砖黛瓦，木
础石基的清代徽派建筑风格，修旧如旧的
院落，处处慰藉着游客淡淡的乡愁。民宿依
山临水，绿竹环绕，住在这里，乐享自然的
清净和安逸，体验枕山看月，听鸟语观日出
的禅意生活。

在集镇以东沿省道318建设十里茶叶
观光长廊——— 连片黄茶基地近400亩、白
茶基地100余亩，还修建了接待中心、文
化墙、旅游步道、景观亭、亲水平台等，
尤其是先后投资800多万元，在位于全省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单龙寺镇莲花地中
心村投资建设占地近2 . 6平方公里茶叶生
态观光园，并新建一座徽派建筑风格茶叶
作坊，集采摘、制作、品茗为一体的生
产、体验、销售场所；登临唐冲渔家风情
街龙井冲桥头山坡唐冲观景台龙兴亭眺
望，山青青，水粼粼，天蓝蓝，茶碧绿，
偶遇山鹰双双低飞掠过，耳畔翠鸟山雀呢
喃，湖光山色交映美景扑入眼帘，你的心
不仅仅是震撼，而是静、净、敬！

“单龙寺镇是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
道的东起点，旅游区位优势明显。近年
来，我镇主动将旅游资源向贫困户倾斜，
积极扶持有条件的贫困户开办农家客栈、
发展特色养殖、销售土特产品等。如今，
旅游产业惠及全镇70余户贫困户，带动贫
困户年增收6成以上。”汪明勇关于“决
战决胜扶贫攻坚”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和
科学的部署。

自屋脊山摄影家村创建以来，单龙寺
镇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提升乡村旅游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同时，有序引导社
会资金投入，大力倡导摄影家村景区接待
中心附近村民自建农家乐、农家小院、农
业观光采摘园等原生态特色乡村旅游项
目，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值。

镇内种植大户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流转屋脊山景区附近居民上百亩土地
进行映山红、月季等花卉苗木的培育；屋脊
山民宿投资商流转近百亩土地栽种无花果
树，既为景区增添游玩、拍照的打卡地，同

时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该镇
注重宣传发动镇内成熟的农家乐成立农家乐扶贫合
作协会，发挥其牵头、管理、协调功能，保证农家乐经
营有序，让前来的游客有景看、有饭吃、有地住，玩得
好的同时更能留得住，从而带动更多的群众脱贫致
富。截至目前，单龙寺镇农家乐扶贫合作协会会员已
达46家，其中旅游通道沿线有6家月营业收入超过4万
元，年接待能力可达7万人次，吸纳近百农村劳动力就
业，帮助30余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山山花花””袭袭人人““醉醉””幸幸福福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徐徐 缓缓

工作很忙，生活很
累，我们都在混凝土的牢笼之
中活得太疲惫……总要宣泄一番，
给自己一段轻时光，让生命变得愉悦
多彩。
柳舞风轻，春光明媚，走出去，享

受身边美丽的风景。来吧，这里是你梦
想中的生活，是你向往的世外桃源，在
这里，感受带给心灵的宁静——— 花
海、山川、湖泊、茶茗、露营……
愿您在休闲假日里放松身心，
静望云卷云舒，共赏繁花
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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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草 枕
头、艾草垫，五一前

夕，在霍山县与儿街镇
山王河村的游客接待中心，

一个个精致玲珑、清香芬芳的艾
草制品吸引了来乡村观光旅游的游

客。
一棵艾草，香飘万里。仅一年

时间，山王河村将地方小小的特色
产业做成产业链的基础上，打造成旅
游经济，真正成了百姓脱贫致富路上的
惠民产业。

作为“全国中医药先进县”，霍山县近
年来大力发展艾草等中药材种植，不断完善
产业链条，强化农旅融合，小小艾草成了农民
脱贫致富的“金枝玉叶”，也为乡村旅游添新
景。

五月前后，走在山王河村的田间地头，一股
清香扑面而来，成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随风摇曳。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地。2019年8月份，
山王河村委会下属单位霍山金土地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抓住全县艾草产业发展机遇，投资46万
元，盘活闲置的长岭小学19间闲置校舍，建设5个
车间，采购10台加工机械设备，建成艾草加工厂。

“看，这是玫瑰艾草泡澡包，用玫瑰和艾草一
起压缩制成，用来泡澡能祛除体内湿气；这个是
艾绒枕，老年人用了能助睡眠……”走进村里正
在生产各种艾制品的扶贫车间，艾草芳香更加
浓郁，村党总支书记孙胜为我们一一介绍十
多个艾产品。他告诉记者，艾草是健康大产
业，市场前景广阔，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
高，艾草制品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供不应求。年
初，村里又接到一笔500万元的产品订单。目前加
工生产的艾产品主要有9大类14个产品，包括艾
条等医用产品，枕头、坐垫等日常用品。

在孙胜看来，艾草产业发展起来，不仅
增强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最终惠及的是

当地更多农民。山王河村目前共有
艾草种植200余亩，解决贫困户

就业12人，人均增收近两万
元。在村两委的带动下，

群众种草积极性热
情高涨。

今年50多岁的太平冲
组村民余龙勤自去年车间建好
就在这里制作艾饼，将一米高的艾草
打成艾绒再加工成艾饼，工序简单易学，早
上7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离家两公里地，每月
能挣2000多元。余龙勤对这份家门口的工作很
知足。她高兴地告诉记者，村里还免费给她提供

艾苗和技术，帮她发展艾草种植，由艾
草合作社统一收购。这样的双重增收
使她很快实现了稳定脱贫。

在山王河村，像余龙勤这样的“艾
农”不在少数。记者看到，在艾草加工
厂的截断、卷条、制饼、制绒等车间，全
部聘用的是当地农民工人。艾草1年能
收3茬，1年人均可增收3—4万元，成了
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助推器”。

由一棵小草裂变成一个产业，实
现由小到大、从单品到全产业链生产，
经1年时间酝酿和发展，艾草已经跻身
山王河村的新兴支柱产业。去年8月开
始营业，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当年盈利
20多万元。2020年预计可实现年增收
30多万元。据悉，霍山县艾草种植面积
达4000多亩，500多户贫困人口从中受
益。

艾草产业只是山王河村12个支柱
产业之一，除了艾草，该村还有500亩
的油菜基地、300亩的苦丁茶基地、200

亩的苗木基地以及本村的农机服务队
等产业，2019年，集体经济收入62 . 3万
元。山王河村坚持多元化发展思路，走

出了一条符合自己村情的特色“资产经营型”发
展之路。

“我村毗邻金安区东河口镇，紧邻大别山石
窟、皖西大裂谷等景区，是打通霍山旅游环线和
金安区旅游通道的关键节点。下一步我们计划
以艾草产业为核心，以6大基地为节点打造13公
里的特色农业观光带，大力推进农旅融合，为发
展乡村旅游奠定基础。”孙胜介绍，山王河村
目前已经将艾草产品注册商标，开拓产
品种类，扩大生产规模，引进新的智
能设备，致力将村级特色产业做
大做强。

从霍山县大化坪镇驱车至金鸡山村，
一路环绕茶山，蜿蜒而上，海拔600米以
上，这里是霍山黄芽核心原产地。

“我这些都是才采摘的，全是宕里的
鲜叶，你看价格怎么样？”五一前夕，茶叶
采摘接近尾声的时节，金鸡宕的茶树上依
然绽放着茶芽，在山间隐约可见三五结伴
的采茶人。茶农余盛凤手捧鲜叶正和收茶
老板陈祖荣讨价还价，最后以80元1公斤
的价格成交。

收茶陈老板告诉记者，在金鸡山，80

元1公斤黄芽鲜叶已经是较低的收购价格，
清明前，这里的鲜叶收到400元1公斤，茶
季一过，目前价格也随之下降。

金鸡宕，是金鸡山上一处十分低洼的
地带，约两亩地，空气清新，光照充足，黄
芽鲜叶带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近年来，
依托原产地品牌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当地
百姓靠着茶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

关于金鸡宕，在当地，流传着不同版
本的传说。

“相传古时候村里有位妇人在金鸡宕
采茶，巧遇一棵茶树，采了这边那边又长
出来了，她尝了一口鲜叶，感觉甜蜜蜜、香
馨馨的，顿时神清目爽，就是这棵神茶
树。”大化坪镇茶叶技术员李帮东和我们
说起他所知道的老神茶树的故事版本。

“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说过，还模糊地
记得一些。相传以前金鸡山曾挖出一对金
鸡，其中一只金鸡飞走，另一只落在金鸡
宕，衍化成一棵茶树，金鸡宕的所有茶树，
都是由这棵老茶树种扦插而成。”大化坪
镇副镇长刘德理则向我们讲述了另外一
个关于金鸡宕的传说。

听着这些关于金鸡宕神茶树的各种
传说，顺着李帮东手指的方向，我们发现，
在金鸡宕漫山遍野、翠绿茂密的茶园之
中，有一棵明显稀疏的老茶树，上面系着

红绳，李帮东告诉我们，那就是“金鸡种”，
经技术检测，金鸡山的茶叶茶多酚、氨
基酸含量“双高”，为稀罕之茶。

随着时间推移，金鸡种繁衍出漫
山遍野的绿色茶园，让茶叶成了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黄金叶”。金鸡
山目前茶园面积绵延3000多亩，
全镇26000多亩，当地百姓一个
茶季可实现人均增收两万元。

今年40岁的余盛凤是严
家老湾人，家里有 1 0余亩茶
园，赶上茶季，她会从周边请
人摘茶，再卖给上山收茶的
经销商，靠着卖鲜叶，实现了
脱贫致富。村民陈祖荣开着
制茶作坊，家离金鸡山近，每
天开着小货车上山收鲜叶，
再拉回去制作，年均增收5万
元以上。

在大化坪镇，中小型茶叶
加工厂有76家，像陈祖荣这样
的作坊户400户，茶产业发展
氛围十分浓厚。

近年来，随着金鸡山茶叶声
名远播，吸引了一些集产、供、销、
研为一体的大型茶叶公司进山发
展。由非物质文化遗产霍山黄芽茶
传承人程俊生创办的霍山汉唐清茗
茶叶有限公司承包了这里的2000余亩
茶园，是皖西地区第一个全国茶叶标准
园。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协议”联
营形式，联营、管理霍山黄芽核心区生态茶园
12000余亩。茶产品行销全国，海外市场发展势
头良好。公司注册的“汉唐清茗”牌、“清茗”牌产品
先后获得“安徽名牌产品”、“全国政协礼堂指定会议
用茶”、第七届国际名茶评比“金奖”等荣誉。优质茶种、独
特环境、生态茶园、非遗技艺、专利工艺成就了“汉唐清茗”中
国霍山黄芽领导品牌，也点亮了金鸡山群众脱贫致富梦。

一棵老茶树的传承
本报记者 谢菊莲

相关链接

单龙寺镇位于霍山县东南部，佛子
岭水库上游，是个典型的山库区乡镇，有着
优越的自然环境、悠久的人文历史与深厚的文化
积淀。随着济广高速大别山东道口开通以及大别山
风景道的全线贯通，单龙寺镇旅游发展迎来了难得机
遇。
2017年以来，该镇党委、政府坚持“以屋脊山摄影

家村创建为引擎，以鲜花小镇打造为名片，以乡村旅游发
展为主导，以康养产业培育为支柱”四位一体的总体发展
思路，不断完善“一村一镇两廊两星四区”，一村即屋
脊山摄影家村，一镇即东风桥鲜花康养小镇，两廊即十
里山水画廊和十里茶叶观光长廊，两星即五家行和单
龙寺两个旅游卫星小镇，四区即山乡竹海村居康养
体验区、湖光山色滨水度假体验区、茶园花海
观光农业体验区、曲径溯溪骑行徒步体验区
的总体发展布局，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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