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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程呈
通讯员 方华）阳春四月，沿着蜿
蜒的山路走进宜秀区五横乡杨亭
村花溪茶谷，千亩茶园处处可见一
层嫩绿的芽尖。采茶工人们腰间
系着竹篓，指尖在茶尖上翻飞，奏
响春日里最动人的“增收曲”。

自今年谷雨节气以来，沉寂一
年的茶场又进入了繁忙的采茶
季。“现在每天有 100 多人在茶山
务工，大多是周边村民。清明前后
的明前茶最金贵，必须和春雨抢时

间。”4月3日，五横乡杨亭村党委
委员杨彪看着眼前忙碌的景象
说。作为五横乡茶产业的核心区
域，杨亭村依托茶叶专业合作社，
整合山场资源，打造 1200 亩高标
准生态有机茶场，培育出“龙山野
茶”等特色品牌，茶叶年产量5000
斤，年产值达150万元。

今年茶场里还来了个“大家
伙”。往年茶场依靠传统人工分拣
茶叶，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而且分
拣标准模糊，容易出现杂质混入、

茶叶品相不均等问题。今年为了
提高茶叶筛选效率，村里新购入了
一套茶叶色迭机，依靠科技赋能农
业，用机器视觉替代人工挑拣，工
作效率翻了一番。原来 6 小时的
人工作业量，在智能设备的帮助
下，仅需3小时就能快速完成。

在海拔 800 多米的生态茶园
里，60岁的吴美霞一身防晒装备，
手上动作丝毫不慢。“采一斤茶叶
能挣 19 元工费，一个月左右的茶
季干下来，我这样的‘老把式’也
能赚上个四五千元。”短短一上午
时间，她的竹篓里已装满翠绿的
芽尖。这位老家在岳西县的老农
民，每年一到 3 月中下旬，都会赶
来五横乡采茶。“这里是明前茶，比
我们老家的茶成熟要早，所以这几

年我都过来赚点前贴补家用。”吴
美霞说。

不仅“花心思”种茶，五横乡还
利用花溪茶谷优良的生态、文化及
农业资源优势，发展体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的农业休闲旅游，茶产业带
来的“溢出效应”也在逐步显现。
每年一到清明前后，通往茶场的公
路旁农家乐饭店生意兴隆，上万人
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采茶项目、品
尝农家菜肴、欣赏春日茶山美景。

“周末带着孩子来游茶场，品最新
鲜的明前茶，这样的乡村游太有吸
引力了。”不少游客对这里的“茶旅
融合”赞不绝口。

从“卖茶叶”到“卖风景”，宜秀
区五横乡以茶为媒，做好茶文章，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春日采茶忙“金叶”助增收
宜秀区五横乡以茶为媒，做好茶文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志
远 通讯员 胡琦琳）4 月 11 日,
刚刚下完雨的宿松县许岭镇宏兴
社区金银花基地内云雾缭绕，金
银花生机勃发，山间林下一派春
意盎然。

该地属丘陵地区，土壤贫瘠，
很多农作物在这里难以产生效
益。“金银花耐旱、抗贫瘠，易种植，
而且投资少见效快，特别适合我们
这片土地种植。”宏兴社区党总支
书记蔡友平说，他们从 2019 年开
始种植金银花，目前社区有金银花
种植面积250余亩，其中社区集体
100 余亩，村民们种植面积有 150
余亩。

随着人们健康理念转变,中药
材市场需求逐年增加。蔡友平说，
今年预计新增 100 亩金银花套种

黄精中药材。“黄精是一种药食同
源的珍贵植物，它不仅能补脾润
肺，还对提高免疫力。”蔡友平说，
黄精的种植分春、秋两季，分别在
春季的3月至4月间，以及秋季的
9月至10月间。

“我种植金银花 130 亩左右，
每年5月份开始采摘，年收益20余
万元。”宏兴社区种植大户叶长春
说，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下一
步也会计划对金银花土地开启套
种中药材模式。在宏兴社区，像叶
长春一样参与中草药种植的村民
不在少数。

宏兴社区通过“金银花+黄
精”套种模式，有效利用了土地资
源，实现了一地多收。蔡友平告诉
记者，金银花与黄精采收季节不
同,通过套种模式，种植管护和采

收所需的劳动力，也为当地群众提
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促进了
当地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在该镇甘霖村近 50 亩金银
花基地，远远便看到村民们正在
翻地、锄草、施肥……“金银花虽
然易种植，但也要适当锄草、施
肥和剪枝。春季修剪一些枝条，
能促进新枝生长，新枝多，结花
就多。”许岭镇甘霖村党总支书
记蔡长征说。

2018 年，该镇在充分调研后
决定发展金银花产业，实行“村集
体+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
流转零散地、边角地及闲置山场
等，建设金银花种植示范基地。截
至目前，已形成金银花生产、加工、
销售一条龙“订单种植”模式。

目前全镇金银花种植面积超

3500 亩、产值超 700 万元、年带动
就业超2万人次，黄精中草药种植
面积达600余亩。

去年该镇实施“金银花扩种”
项目，利用衔接资金180万元，在5
个村同步建设金银花基地，总面
积 275 亩。“把项目放在 5 个村同
步实施，旨在形成比优赶超的氛
围，让每个村农户都能务工受益，
今年预计还将扩种金银花 420
亩。”许岭镇党委书记余正强说，
近年来，该镇依托资源地域优势，
结合自身实际，大力发展中草药
种植，正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药
王谷”。下一步将持续扩大中药
材种植规模，打好中药材产业发
展组合拳，做强、做优、做大中药
材产业，真正实现以药兴产、以药
促收、以药富民。

以药兴产、以药促收、以药富民

乡村“药王谷”激发振兴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