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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夏秋茶 茶农增效益

5月，对于安庆的绝大多数茶农
来说，茶季已经结束。“安庆茶区主
要品类为绿茶，很多茶园一年只采
一季春茶，从3月中下旬到4月中下
旬。”国家茶产业技术体系安庆综合
试验站站长黄海说，2022年，安庆茶
园总面积 56.67 万亩，干毛茶总产
1.69万吨，亩均产量远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春茶采摘结束，茶农就剪去
茶枝，之后的茶叶资源就白白浪费
了。近两年安庆的各产茶县（市），
也在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利用夏
秋茶开发茶叶新品类，如今，红茶、
伽玛茶、珠形绿茶、白茶、黄大茶等
新品已纷纷上市。

5 月 23 日，在岳西县古坊乡，
茶农汪卫华拎着当天采摘的 40斤
茶青，又赶到了刘文兵的茶叶加工
厂。“以前我只采春茶，大概到谷雨
后就停采了，今年听说茶厂要收购
夏茶，茶青价格在7到10元，我就继
续采着。”汪卫华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在做金翠兰，后期还
将做红茶，茶季可以延长到7月。”
刘文兵所在的古坊乡是岳西翠兰
的核心产区之一，以前他的茶厂主
要做高档礼品茶，春茶只采到4月
下旬，茶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为了做大茶产业，带动茶农增
收，去年，他与县里的茶企合作，引
进精制茶生产及新型包装设备，建
成全县首个数字化茶叶加工生产
车间，并增加红茶和炒青绿茶两条
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每天最多可处理
7200斤茶青，一个茶季下来产能比
以往提高了5倍。”刘文兵说，现在茶
厂既能生产岳西翠兰和炒青，又能
生产金翠兰、红茶和黄大茶。金翠
兰是他家茶厂今年新开发的一款产
品，介于岳西翠兰和炒青之间，用的
是谷雨后的茶青，每斤售价在200元
左右，今年已经做了3吨。等夏茶大
量冒出时，刘文兵将开始制作红茶，
今年计划做5吨，每斤售价在几百元
至上千元不等。新产品的开发，可
将茶农采摘鲜叶的时间延长至7月，
收入能翻一番。

开发利用夏茶，是否会影响来

年春茶的生产，刘文兵特地咨询了
茶叶专家。“专家们都说，在春茶采
摘后，只需追施一次肥，就不会有影
响。”他将专家的建议转达给前来卖
茶的茶农，指导他们开展夏季茶园
管护，合理采摘夏茶。

岳西县头陀镇头坨村一家茶企
也正在开足马力加工夏茶，“我们主
要是利用夏秋茶，制作一种叫作伽
玛茶的功能茶，一般在5月到9月生
产。”该茶企负责人许贻民介绍，伽
玛茶是一款科技产品，采用厌氧设
备对茶树鲜叶进行厌氧处理，以该
鲜叶为原料加工成的绿茶，含有高
γ﹣氨基丁酸，能够有效促进睡眠，
消除神经紧张、抗焦虑等。这款茶
对原料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夏秋
茶来制作，刚好与岳西翠兰采摘时
期形成互补。公司不仅推出了散茶
包装，还有袋泡茶包装，冲泡很方
面，颇受消费者喜爱。该茶企的落
户，让头陀茶产业链延长了3个月，
为茶农增收12万元，带动5个村茶
产业发展，涉及茶农180余户。

在桐城市龙眠街道康之源家庭
农场，农场负责人崔高升在春茶结
束后，又忙起了制作珠形绿茶。“现
在的鲜叶很长，做小花茶不合适，以
前都弃采了，今年我们尝试把它做
成珠形绿茶，冲泡后香味持久耐泡，
每斤能卖300元左右。”

在岳西县，还出现了一些茶叶
的衍生品。“这是我们去年新研发出
来的一款茶酒，它的配料除了高粱、
大麦、豌豆、大米以外，还有茶叶。”
岳西一家酒业的负责人刘鑫说，他
们在全国跑了很多茶产区，最后选
定了岳西翠兰作为茶酒底料。茶酒
每斤售价300至500元不等，提高了
茶叶附加值。

通过建立产业链和技术研发，
将茶叶的采摘周期延长到9月，不仅
丰富了我市茶产品的结构，还大大
提升了茶农种茶的亩均效益。岳西
县和太湖县的一些茶企，还将开发
的夏秋茶卖到了海外，去年出口
3000吨，出口创汇1.7亿元。

唱响茶品牌 茶乡写新篇

安庆产好茶，早在中国茶文化
鼎盛期的唐宋时代，就以皖山茶而

名满天下，如今已基本形成“一县
一品”的格局，拥有岳西翠兰、桐
城小花、天柱剑毫、天华谷尖、宿
松香芽等名优茶区域品牌。但因为
品牌建设及推广较为欠缺，又缺少
龙头企业带动，公用品牌普遍不
响，在全国茶叶市场中的品牌影响
力较弱。今年茶季，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安庆各县（市）都在全力推
进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通过培育龙
头企业、举办各类茶事活动、参加
各种茶博会等，唱响安庆茶品牌。

5月6日，岳西翠兰亮相第十六
届安徽国际茶博会，并进行了一个
半小时的宣传推介；5月7日，“云上
好茶 岳西翠兰”高铁冠名列车在
上海虹桥站首发，岳西翠兰品牌形
象将高频次覆盖合肥、上海等江浙
沪皖地区，并随着奔驰的列车广泛
辐射北京、西安、武汉、深圳等全国
市场……今年来，岳西县在打响岳
西翠兰知名度上“大动作”不断，力
促深山好茶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早在 2021 年，岳西县就在以
全产业链思维推动茶产业发展，
围绕标准加工、市场销售、品牌
建设等薄弱环节，持续发力推进
补链、延链、强链，而今，老茶
乡焕发出了新生机。

“我们从培育龙头企业着手，打
造岳西翠兰‘领头羊’，带动全县茶
产业链改造升级。”岳西县农业农村
局茶叶站站长徐卫兵介绍，2021年，
岳西县以皖岳集团为主体，与黄山
徽畅集团共同注资1亿元，对原翠兰
公司进行股权重组，控股成立安徽
翠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力争5年内
将其培育成年产值超10亿元，集茶
园管理、茶叶生产、包装销售、品牌
营销和茶文化研究及推广于一体的
综合性茶叶龙头企业。

“聚焦种好茶、制好茶，我们
建设了两座茶叶有机肥料加工
厂，推行生态种植；优化升级了五
家茶叶生产加工厂，积极发展岳
西红茶和精深加工项目；与安徽
农业大学合作共建岳西县茶产业
研究院，在品种选育、成果转换、
品牌宣传等方面达成深度合作。”
安徽翠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营销
负责人汪毅介绍，公司还充分挖
掘岳西茶文化历史，创立“岳西翠
兰·罗源场”品牌，打造高品质、
差异化的品牌形象，快速带动岳
西翠兰商品化、品牌化升级。据
记载，岳西境内的舒州罗源场是
宋朝榷茶制度下设立的六榷货务
十三山场之一，是宋代官茶交易
中心之一。此外，公司还在筹建
岳西翠兰茶叶产业园，规划建设生
态茶园示范区、精制茶叶加工厂、
茶叶深加工车间、茶叶产业研究中
心、茶文化博物馆、茶文化体验馆、
品茗文化休闲民宿等，通过“三产
融合”，带动茶叶产业步入现代农
业发展轨道。

2022年，岳西翠兰品牌价值上
升至23.1亿元，较2020年提高了近
4 亿元；茶叶产量 6850 吨，一产产

值9.15亿元，综合产值达27.5亿元。
茶产业带动了 15 万茶农人均增收
6000元。

创制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天柱剑
毫，同样存在品牌影响有限的问
题。2022年以来，潜山市通过组织
开展“茶王大赛”“茶文化节”等大型
茶事活动，不断做优“天柱剑毫”产
品品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该市还制定了《潜山市茶产业振兴
暨天柱剑毫品牌提升二年行动计
划》，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项资金推
动茶产业发展。此外，潜山还在利
用得天独厚的“三富”资源，开发富
硒富锌茶，提升品牌价值。

茶香引客来 茶旅火山乡

采茶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随
着茶叶产量的增长，采茶工越来越
难找，工资也在不断上涨。逐年上
升的采茶成本，不断挤压茶叶生产
的利润空间，仅靠采茶制茶，效益并
不高。近年来，我市很多茶乡都在
探索将茶与当地的生态资源、旅游
资源相结合，在传统茶业基础上催
生出茶园旅游新业态，以茶兴旅、
以旅促茶，茶旅康养、茶乡研学游
题材的“茶文旅康”日趋成为茶乡
群众增收的新亮点。

5月12日，记者走进桐城市龙
眠街道双溪村，只见峰岭是茶，山
腰是茶，河谷也是茶。星罗棋布的
茶园间，一幢两层小楼格外引人注
目，它是今年3月开馆的桐城小花
茶文化馆，也是双溪村的游客接待
中心。走进茶文化馆，既能看到桐
城小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脉络，又
能体验茶艺、茶文化，还能购买到
当地茶叶和其他农产品。

“今年，依托桐城小花茶文化
馆，我们做足‘小花茶’文章，打
造了茶文化研学基地，发展起了茶
文旅，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寻得了一
条新路子。”双溪村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队长徐斌介绍，双溪村地
处龙眠山腹地，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明代大
司马孙鲁山、清代文华殿大学士
张英等均在此结庐而居，此外，
双溪村还是桐城小花茶发源地和
核心产区。双溪村将茶产业发展
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成观光
茶园、体验茶园、手工制茶坊
等，打造“双溪茶文化一日研学”
活动，走出了一条茶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之路。

“上午，学生们在媚笔泉下车
后，沿着相爷岭，行进至赐金园，
在茶园体验茶叶采摘，到手工制
茶坊体验手工制茶，再步行到桐
城小花茶文化馆参观；中午，在
原双溪小学内吃帐篷大席；下
午，去往文和园、张英墓、椒园
古茶树、孙鲁山故居参观。”徐斌
指着地图告诉记者，他们开发的
这条桐城小花茶文化研学之旅线
路，今年已接待四五千名学生来
此开展研学活动。为了让更多游

客走进来，深入了解桐城小花文
化，双溪村还依托现有的旅游资
源，开发了户外徒步探秘拓展之
旅、龙眠山隐逸文化遗迹探寻之
旅、龙眠户外帐篷营地等旅游路线。
目前，该村正在引入专业公司，开发
茶文旅项目，让双溪村以茶促旅、以
旅带茶、茶旅共融的乡村振兴之路
越走越宽。

5月18日下午，在岳西县黄尾
村，悦溪茶谷负责人汪鸿波迎来了
来自蚌埠的300名研学游学生，他
们在参观完彩虹瀑布景区后，来到
茶园体验茶叶采摘。汪鸿波跟学生
们讲起了岳西翠兰的历史、获得的
荣誉以及茶叶的采摘标准等，随
后，他带着学生们进入茶园游览，
体验采茶制茶。

俯瞰茶谷，层层叠叠的茶树生
机盎然，彩虹步道遍布园间，园内
还建有观景台和凉亭，就像一座大
公园；在茶谷的最高处，还有诸
多露营帐篷，游客们三五成群围
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自助烧
烤。“自今年 3 月 17 日开园以来，
我们已经接待了1万多名来自全省
各个学校的学生，2000 多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汪鸿波说。

2020年，汪鸿波回到家乡跟着
父亲经营茶厂，他发现单纯地采茶
制茶出售，每亩收益仅在3000元左
右，于是，他结合当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转变发展思路，在茶园建设
中将茶园打造成景区，吸引游客前
来观光、体验，增加茶园附加值。
2021年春季，汪鸿波推出茶叶采摘
体验、研学旅行，接待人数达1万余
人。他通过茶旅融合的方式，每亩
茶园增收60%。

去年，汪鸿波又在茶园新增了
露营地，游客不仅能来茶园踏青、体
验采茶制茶，还能露营、烧烤。今
年，他还在规划建设民宿，打造更多
农耕体验项目，为学校定制农耕体
验课程等，让茶园一年四季都能吸
引来游客。附近的茶农，也通过茶
叶销售、餐饮住宿等关联产品开发，
实现了收入来源更加多元。

岳西县围绕茶产业、山水资源、
红色文化等开发的“云上岳西·清凉
茶乡”线路成功入选2022年“夏季
避暑到茶乡”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
路；今年，该县又荣获中国特色魅力
茶乡，“云上岳西 多彩茶乡”被评
为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接下
来，该县将积极推动茶乡民宿提质
升级，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
推动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
化茶乡旅游人才支撑，培育农文旅
融合新业态、新模式等，真正实现以
茶兴业、以茶富民。

茶旅融合既能培育茶产业，又
能促进乡村旅游发展。近年来，
我市各产茶区在发展壮大茶产业
时，也在积极探索“茶文旅康”融
合发展之路，一个个茶旅融合项
目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让茶
农实现茶叶和旅游双重经济收
入，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让安庆的茶香飘得更远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梁月升 朱璇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范岗镇以“红
色蒲公英”暖心帮扶活动为抓手，积极向辖
区内的残疾人传递关怀和温暖，以实实在在
的举措持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范岗镇依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
“红色蒲公英”驿站，组建暖心帮扶小分队 19
支。动员镇村干部、老党员、老教师、村民组长
等多方力量进网入格、包组联户，累计提供代
购、代办服务及陪伴照顾、心理疏导、送医送
药等暖心志愿服务70余次，全力构建农村网
格化扶残助残新格局。同时，强化就业帮扶，
设立就业帮扶车间5个，带动周边10余名残疾
人就近就业增收。广泛宣传残疾人专场招聘活
动，先后动员50余人参加。该镇积极开展“走访
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用人单位安
置残疾人意向档案，及时向用工单位推荐符合
岗位条件人选，切实解决就业供需矛盾。

（通讯员 罗琳 周雅楠）

范岗镇：

用心用情扶残助残

本报讯 5月22日，在潜山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潜山市市民林木旺和操麒麟与建设银
行潜山支行工作人员一起，双方签订了《房屋
买卖合同》和《“带押过户”三方协议》，顺利办
理了“带押过户”登记手续，成为潜山市“带押
过户”业务的首批受益者。

为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方便
企业群众办事，潜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不断
优化登记流程，与市内各金融机构等多部门
密切配合、积极探索，使存量房“带押过户”惠
民政策成功落地。“带押过户”与传统的存量
房交易模式相比，免除了卖方先归还原住房
贷款的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缩短了
交易时间，有利于激发二手房市场交易活力，
更好地促进了交易市场流通。

下一步，潜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继续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畅通的沟通协调机
制，做好宣传引导，鼓励企业、群众积极选择

“带押过户”服务，实现“带押过户”常态化，真
正做到“便民惠民”。 （通讯员 胡强）

潜山市：

优化服务助“带押过户”成功落地

5 月的安庆，春茶已进入尾声，夏秋茶初登场，
空气中依然飘着茶香。

地处北纬 30 度黄金产茶带的安庆，自古就是
重要产茶区。近十年来，安庆市借助优良的生态
环 境 大 力 发 展 茶 产 业 ，茶 园 总 面 积 从 2012 年 的
41.4 万亩增长至 2022 年的 56.67 万亩，位居全省第
三，但产量和产值都排在全省第四。

如何让茶产业提质增效？记者在近日的走访中
发现，安庆市茶产区针对优质资源利用不足、公用
品牌不响、龙头企业数量少、竞争力和带动力不强
等现状，不断扬优势、补短板，积极探索茶产业发展
新模式，着力做好“茶文章”、做活“茶经济”。

本报讯 5月20日，第六届中国怀宁蓝莓
文化旅游节开幕，为充分展示地方特色农产
品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果，怀宁县金拱镇精
心组织参加蓝莓节特色农产品供销展示会。

该镇提前动员 12个村经济联合社、特色
种养经营主体申报参展，要求参展农产品能
够体现金拱地方特色，重点突出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及传统农产品，经主体申报、村推荐、
镇遴选的程序，决定由白莲村、前楼村经济联
合社代表全镇参加供销展示会。白莲村经济
联合社参展的农产品有羊肚菌、藕粉、皇菊、
小榨菜籽油、有机大米，前楼村经济联合社参
展的农产品有黄金茶、稻田龙虾。

展销会上，金拱镇展台吸引了大批游客
群众驻足观看，参展的农产品受到广泛关
注。通过参加本次展销会，进一步推介了金
拱镇特色农产品，提升了知名度，拓宽了销
售渠道。 （通讯员 张虎）

金拱镇：

展销农特产品助振兴

近年来，安庆市瞄准茶产业发展中的“短板”，在品质提升、产品多元、

品牌打造、茶旅融合等方面持续探索，深耕产业链，壮大“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