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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4月里的乡村春和景明，春播春

种正当时，田野里、山场上，热火朝

天的“春耕图”随处可见。

近日，记者深入我市农村田间地

头，满眼是忙碌有序的农业生产场

景，同时也深切感受到乡村产业发展

的浓厚氛围。

瞧！依山傍水的贫困村，正在向

抛荒山场要效益，村民张启兔承包200

余亩山场发展油茶产业，带动当地村

民致富，并使该村有了长久的产业支

撑；茶农储德三夫妇刻苦钻研制茶技

艺，提升家乡茶叶品质，他家的茶园从

当初的半亩发展至了120亩，茶叶收入

也从当初的几百元增加至数十万元。

4月 10日上午，春光明媚，破
罡湖北岸的宜秀区杨桥镇螺山村
200余亩新栽的油茶长势喜人。

螺山村地貌特殊，若干小岛
或单独或连片“生”在破罡湖里，
属典型丘陵地貌，山在水中，水
在山中。

在螺山村庙咀组一处斜坡
山地，45岁的村民张启兔在自己
承包的油茶基地里，戴着草帽、
手套，和请来的几名务工人员一
起除草、浇水，这是他家油茶基
地的其中一片。张启兔之前常
年在外从事装潢工作，夫妻都在

外地，家中老人带着两个上中学
的孩子。今年，他在家乡有了新
的人生规划。

螺山村是宜秀区 8 个贫困村
之一，村民除了种植传统农作
物，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外出务
工，留守的村民多是年老体弱，
2000 余亩山场长年无人打理，几
近抛荒，杂草、杂树丛生，发挥不
了经济效益。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今年初，村党总支书记王义胜上
任后，再次将荒山整治提上日
程。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

委”在经过一次次摸索和讨论
后，确定流转山场和山地 200 余
亩种植油茶。

2 月底，这一项目发包给张
启兔之后，他开始用机械平整土
地、开挖沟渠。3月初，张启兔和
村干部一起到六安市舒城县进
购了 1.5 万棵油茶树苗并完成栽
种，目前基本全部成活。

张启兔告诉记者，油茶基地
预计 5 年后才有收益，每亩油茶
一年纯收入可达五六千元。

这 200 余 亩 油 茶 基 地 涉 及
螺 山 村 6 个 组 120 户 村 民 的 山

场，每亩一年流转费用 30 元。
螺 山 村 为 支 持 张 启 兔 产 业 发
展，将其另外每年每亩山场 30
元交给村集体的部分在 5 年后
返还给他，村集体也将在 5 年后
真正实现收益。

眼 下 ，正 是 油 茶 生 长 的 旺
季，基地每天都会请七八个人前
来务工，为本村村民包括贫困户
带来劳动收入。螺山村 2014 年
建档立卡贫困户 85 户 219 人，目
前该村已全面实现户脱贫、村出
列，这一油茶基地项目将进一步
壮大该村的脱贫成果。

“螺山村山清水秀、资源丰
富，以前我们重点发展水产经济，
没有很好地规划发展山场经济。”
王义胜说，“山场整治，在改变山
场面貌的同时，也使螺山村有了
长久的产业支撑。唯有自身‘造
血’，增加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
入，才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记者了解到，螺山村还将继
续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打造一
条从油茶种植到深加工再到销
售的完整产业链，形成特色产
业，巩固脱贫成果，带领村民增
收致富。

向抛荒山场要效益
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金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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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柔风吹醒了岳西县五
河镇百步村的茶山，目之所及
全是绿色，间或有移动的点点
斑斓，那是茶农在采摘一年中
最鲜嫩的春茶。

一枚枚茶叶，从茶树上跳进
茶农的手中，落入翻炒的大锅，

“穿上”适宜的新装，最后遇见一
股滚烫的清流……在悠长的茶香
中，料峭春寒渐远，漫山春光明
媚。曾经生计艰难的茶农，也因
这一片片叶子而“富在深山”。

4月 9 日，天气晴好，记者沿
着蜿蜒的山路来到海拔约 450
米的百步村大屋组时，茶农储
得民夫妻俩已在自家茶园里忙

碌了半天。
“我这采的是一根芽，每斤能

卖 120元呢。”戴着老花镜的储得
民向记者展示着他手中新采的嫩
芽。因为质高价优，他家的两亩
山上茶园，收益远比山脚下的要
高出许多。

“百步村现在最好的鲜叶能
卖到每斤140元，这儿的茶叶单位
面积效益在全镇是最高的。”百步
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周辉告诉记者，百步村有茶园
1200亩，去年，该村茶叶总产值超
过了 1000 万元。在大屋组，人均
茶叶收入更是能达万元。

傍 晚 时 分 ，储 得 民 会 将 采

摘的鲜叶送至家附近储德三的
茶厂。而百步村茶农收入高，正
是因为有储德三这样资深茶人
的带动。

储德三夫妇自1985年开始手
工制茶，一直走精品茶路线。30
多年来，他家的茶园从当初的半
亩发展至了120亩，茶叶收入也从
当初的几百元增加至数十万元。
他凭着对茶叶的热爱，刻苦钻研
制茶技艺，提升家乡茶叶品质；并
频繁参加茶博会等各类活动，提
升家乡茶叶知名度。2012年储德
三成立茶叶合作社，2015 年兴办
茶厂，2016年成立家庭农场，带领
百步村8个村民组从事茶叶生产

加工。如今，单是大屋组就有4家
茶厂，百步村茶厂更是多达16家。

深 耕 茶 园 多 年 ，储 德 三 深
知，要想让茶产业提质增效，必
须推行茶园绿色防控，并提升茶
叶机械化服务水平。为此，他紧
盯政策，在 2018 年将本组茶园成
功申请成为绿色防控示范点，如
今茶园除虫皆可靠诱虫灯和粘
虫板，病虫害情况大幅降低；同
时，以他的家庭农场牵头成立绿
色防控服务队，配置有茶叶修剪
机、除草机、开沟机、茶叶采摘机
等多种机械，均可免费提供给周
边村民使用。

临近中午，记者见到储德三

时，他仍在盯着提香机里新制的
春茶。“今年受前期干旱及低温冻
害影响，茶园减产严重，去年做了
3000 斤干茶，今年恐怕只能做到
一半的量。”储德三说，而且，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客户都
还没上门，目前只卖出了几十斤
干茶。但他相信，质量好，客户自
然会找上门来。

这个茶季，忙碌一如从前：储
德三家茶园里，每天都有十多个
采茶工帮忙摘茶，傍晚还会有近
百人来卖茶。空闲时候，他也会
带儿子和外甥练习手工制茶，“他
们都已经是制茶的‘老师傅’了
呢。”这让储德三颇感欣慰。

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
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程凌云

“汪老，现在还有什么困难不？如果
有，我及时向镇、村报告，帮助解决。”“没
有了，没有了，你这孩子对我家这么上心，
真的感谢。”4 月 12 日，怀宁县金拱镇兴胜
村扶贫专干万振宇今年第五次来到脱贫户
汪令得家中，调查摸底他家生活情况。

年过七旬的汪令得和老伴一起生活，
他家曾是兴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万振
宇和镇、村引导帮扶下，汪令得种植油菜、
小杂粮等经济作物，并在村里公益性岗位
担任保洁员，月工资500元。此外，光伏发
电年受益 2000 元，合作发展“四带一自”
年分红600元……汪令得家去年如愿实现
了有产业、有收入的脱贫目标。“现在有了
稳定的收入，多亏了振宇这孩子，为我家
脱贫忙前忙后的。”汪令得逢人便说。

今年29岁的扶贫专干万振宇，其实也
曾是兴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万振宇和母
亲、哥哥生活在一起，多年前哥哥应征入
伍，母亲意外摔伤后，一直不能干重活，只
能在家门口打零工补贴家用，2014 年他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万振宇高中
毕业后在北京务工，2018 年 3 月经过竞选
他进入村“两委”工作，担任扶贫专干。万
振宇上任后，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把
全村扶贫工作信息整理得井井有条。

作为扶贫专干，万振宇每天都要进组
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民情，根据每家
贫困户的不同情况，为他们脱贫致富精准

“把脉”。由于自己和贫困户都是同村人，
乡里乡亲的，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万
振宇除了耐心地宣讲扶贫政策外，还巧打

“亲情牌”，使得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提起村里的扶贫攻坚工作，万振宇介

绍道：“我们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1
户、105 人，经过几年的工作，2019 年实现
全部脱贫。”在万振宇的办公桌上，摆着一
本本脱贫攻坚的台帐，厚厚的记录本上，
详细地记录着全村贫困户的情况。每一
次走访，有记录；每户的致贫原因，有记
录；每户目前的经济状况，有记录；每户享
受了哪些扶贫待遇，有记录；如何去引导
他们脱贫，有规划。

“我本身有过贫困户的经历，所以对那
些未脱贫的村民感同身受。调查摸底，制
表上报，建档立卡等，都丝毫马虎不得，我
每天总是感到有干不完的事。”谈及近年
来的脱贫攻坚工作，万振宇说，为了帮助
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必须充分发挥好
扶贫专干的职能和作用。

由于工作突出，万振宇 2019 年被评为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兴
胜村在 2019 年全镇脱贫攻坚考核中获得
第一名的好成绩。面对荣誉，万振宇平静
地说：“要不是政府帮助，哪有我的今天。
如今，我应该尽心尽力工作，让党委政府
放心，让群众满意。”

通讯员 檀志扬

贫困户当上

村扶贫专干

百姓故百姓故事事

茶农储得民夫妇在自家茶园忙着采春茶。
记者 查灿华 摄

张启兔（左）在油茶基地和务工人员一起除草。
记者 罗少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