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薄雾轻笼山峦，太湖县寺前
镇的万亩茶园弥漫着清新的芬芳，山
场广阔、云雾缭绕的生长环境编织成
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也孕育出了高
山绿茶甘醇的风味口感，种茶制茶的
传统在这所小镇里世代传承。

该镇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
工、品牌化运营和茶旅融合发展，让小
茶叶做出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走出
了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的特色路径。

指尖采出致富茶

四月的乔木寨村，漫山遍野的茶
树吐露新芽，茶树苍翠碧绿、长势喜
人。在村集体产业园内，茶农们背着
竹篓，穿梭于翠绿茶垄间，指尖轻捻，
将鲜嫩的一芽一叶采入篓中。春茶采
摘时节，整个茶山都弥漫着清新的茶
香，采茶人的欢声笑语在山间回荡。

“采摘得好的时候能摘到两百块
钱一天，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还算
不错了，在家里也能赚到不菲的收
入。”采茶“老手”张小枝开心地说，在
园里像张小枝这样来采摘的村民每天
有30多人，最多的时候达到六七十人。

“在采摘的时候不能直接去掐，这
样泡出来的茶，茶根是黑色的，我们要
用这种提的方式去采摘。”茶林中，技
术人员一边示范一边向村民讲解。村
民们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游弋在青枝
碧叶间，两手上下翻飞，一捻一提，嫩绿
的茶叶便被快速摘下，装满了村民的茶
叶篓，也托举着乡亲们的致富梦。

科学管理绿生金

在寺前乔木寨村，农技人员的指
导不仅限于采摘中，更贯穿到茶叶生
长的全过程。为了保持土壤的温度和
湿度，农机人员指导茶农学会采用稻
草覆盖的办法，不仅有助于减少水分
蒸发，还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同时，
茶园管理的高效与科学，让每一片茶
叶的生长都在科技助力下得以精确把
控。茶园里输水的主管道笔直地延
伸，与之相连的无数条滴灌管道如毛
细血管般深入到田间，将滴滴甘露渗
入茶树的根部。这种水肥一体化灌
溉，将肥料和灌溉水一起适时、适量、
准确地输送到茶树根部土壤，以科技
与自然的交响谱写着春茶丰收的乐

章，“以前我们种茶靠经验，现在靠科
学，茶叶品质和数量都上去了，我们的
收益也更高了。”茶农们这样说。

村里针对茶叶种植大户、从业人
员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村“两委”全员
上阵进行生产加工全过程把控，以确
保每项技术措施都能落实到位。在科
技的加持下，乔木寨村的茶叶产业正
在实现从“量”到“质”的华丽转身，春
茶市场也随着科技进步而日益繁荣。

“截至目前，全村已发展茶园2600
余亩，茶叶总产值达到1200余万元，实
现茶农户均增收12000余元，村级集体
经济纯收入达到50余万元，沉睡的荒
山变成了碧绿的茶山，实现了资源变
资产，资产变资金的有效转换。”乔木
寨村党总支副书记蔡安琪说道。

古法新制淬茗香

山间茶农“采茶忙”，山边茶厂“茶
芳香”。白天从山上采摘的新鲜茶青，
经严格筛选后，会立即送到茶叶加工
厂。佛图寺茶叶发展有限公司茶叶加
工厂是全镇最大的茶叶加工厂，这里
机器轰鸣，智能化制茶设备高速运转，
工人们正忙着将鲜叶送入生产线，经
过杀青、做形、烘干等工序，制成香气
四溢的干茶。如今工厂内有谷尖和普
茶两条生产线，谷尖生产线前年更新
升级，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

“这些茶叶，都是当天采摘，当天
制作，保证茶叶的香气和新鲜度，在采
茶季，每天送到这里的鲜叶能达到一
万多斤，制成干茶2000多斤。我们24
小时不停歇运作，忙的时候雇佣的工
人有20多个。”佛图寺村党总支委员，
村委会主任蔡正其说。

如今，智能化设备正悄然改变着
制茶这一传统行业，不仅节约了人力，
也让茶叶的品质更加稳定可控。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技艺的消失，而
是传承与创新的融合。茶人们对温
度、杀青老嫩程度等火候的精准把握，
让智能化的生产线为古老的制茶工艺
注入勃勃生机。这份从寺前山区飘出
的茶香，是机器与匠心的共鸣，是科技
与工艺的对话，更是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跃迁的生动表达。

茶寄云端出深山

当春茶完成精制加工，如何让这

些凝聚着茶农心血的优质茶叶走出大
山、香飘四方，成为寺前镇茶人们面临
的新课题。“家人们看这片云雾茶山，
我们的茶树都是喝着山泉水长大的！”
晨曦初露，乔木寨村的茶园已是一片
忙碌景象。村干手持自拍杆，穿梭在
翠绿的茶垄间，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
的点赞图标与茶农们灵巧采茶的手指
交相辉映。

每到春茶季，乔木寨村“两委”班
子全员化身主播，白天在车间直播摊
青、杀青、做形、烘干等工艺，晚上轮
流上阵讲解品茶、贮存等技巧。据统
计，今年全村线上销售额突破 26 万
元，这种茶园直播的沉浸式带货模
式，让消费者透过屏幕仿佛就能闻到
新茶的清香。

佛图寺村则请了外援，来自安徽
某出版社的刘仪莎通过徽书茶房平台
进行专场直播。她将直播间搬到了茶
叶加工厂，镜头对准智能化生产线上
的翩翩起舞的鲜叶，引得网友纷纷留
言“这才是科技与传统的结合”“这些
嫩叶看着好新鲜啊，原来茶叶都是这
么生产出来的！”。现场机器轰鸣，工
人往来穿梭，但这完全没有影响到直
播间的热情互动。“虽然看上去这并不
符合常规安静整洁的直播环境，但观
众最在意就是生产细节，加工过程能
满足观众好奇，也能让他们有一种参
与感和体验感，直播效果反而会更
好。”主播说道。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传统的
茶叶营销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
根网线、一方屏幕，让深山里的好茶与
全国消费者隔空“对话”。线上营销，
正以其独特的穿透力和感染力，为寺
前镇的茶叶销售开辟了一条新路，当
新茶遇到了互联网，千年茶文化在数
字新时代绽放新的芳华。

山情水意茶韵长

好茶不仅要在线上香飘万里，更
要让消费者亲身体验茶乡的魅力。寺
前镇悠久的种茶历史孕育了深厚的茶
文化底蕴——这里不仅是赵朴初先生
的故里，更是“茶禅一味”哲学思想的
实践地。当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直播
间了解寺前茶叶，一种“到茶乡去”的
向往也在悄然生长。

茶香氤氲处，文旅正当时。寺
前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茶文化底蕴，

近 年 来 以“茶 为媒、文 为 魂、旅 为
体”，打造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茶旅融
合发展之路。漫步小镇，处处可见
茶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初心产业园
内，游客们一边在绿茶中徜徉一边
轻闻粉桃的芬芳；赵朴初文化公园
里，游客们一边品茗一边聆听赵朴
老的茶乡情缘；万亩生态茶园中，采
茶体验让都市人感受到了农耕的闲
情雅趣；乡村文化节现场，茶艺文化
与才艺表演相得益彰。

小镇围绕讲历史名人故事、品味
茶文化等主题开展了各类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连续举办五届
的茶叶发展论坛，吸引了全国茶学界
专家学者齐聚论道。赵朴初诞辰 110
周年纪念活动上，茶叶品鉴与文化交
流相映成趣。“以茶兴农”乡村振兴直
播访谈，让茶香飘向海南五指山。更
值得一提的是，小镇将茶文化与体育
赛事巧妙融合，四届“禅文小镇杯”篮
球锦标赛及乒乓球比赛，让选手在竞
技之余还能品尝茶的清韵。据统计，
小镇年均开展茶主题研学活动40余
次，各类文艺演出20余次，这片浸润着
茶乡的土地，正通过“一片叶子”串起
文化、旅游、体育多元业态，让茶香成
为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味道。

从茶文化的传承到现代化茶产业
的勃兴，寺前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绿叶子”变“金叶子”的发展之路。
如今，全镇2.3万亩茶园郁郁葱葱，34
家茶叶加工厂机声隆隆，年产值突破1
亿元。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既守
护着绿茶制作的传统技艺，又拥抱电
商直播、智能制造的现代浪潮；既深耕
茶叶品质，又拓展茶旅融合；既让深
山好茶香飘四海，又吸引八方来客品
味茶乡。当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
遇，当生态优势与产业创新结合，一
片小小的茶叶，也能书写出乡村振兴
的壮美篇章。

“下一步，将继续巩固全国‘一村
一品’国家级示范镇创建成果，循迹被
评为全省十佳最美茶旅线路之一的

‘朴初故里 文润茶香’路线，做好茶
文章，讲好茶故事，建好用好茶叶交易
中心，积极引进夏秋茶和茶原料加工
项目，以电商和新媒体赋能，着力培育
规模茶企，延伸产业链条，大力推进全
镇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寺前镇党委书
记梅庆华说道。

通讯员 刘辉 王璇

一叶知春绿 茶润万象新

寺前镇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侧记

本报讯 春风拂绿岭，茶香漫山
间。4月中旬，位于海拔800多米的太
湖县天华尖高山生态茶园的红茶基地
迎来开园采摘季。

清晨的天华尖云雾缭绕，嫩绿的
茶芽长满枝头。一大早，十几名采茶
工人就挎着竹篓穿梭在梯田式茶园
间，指尖翻飞，一芽两叶的鲜嫩茶草
就被精准采下入篓。高兴时，采茶妇
还快乐地拿着手机自拍采茶的场景，
发送抖音，把高山香茶传向远方。自
开园以来，茶园每天吸引周边许多村
民前来采摘新茶，吃住都在山上，一个
春季能摘茶20多天，可增收3000多块

钱。平时还需要季节性用工除草、施
肥，每年发放农民工工资达18万余元。

百罗湾作为“天华谷尖”茶的原产
地，是太湖县海拔超过800米为数不多
的高山茶园之一，常年气候温和湿润，
多有云雾胜景，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天
然适宜的温度环境，孕育了“天华谷尖”

“天华红”特有鲜香浓郁的茶叶品质。
2024年 5月，中天公司用天华谷

尖原产地的茶叶制作红茶，聘请省农
科院茶叶研究所有着30多年红茶制作
经验的大师前来指导。“天华红”红茶
坚持“古法工艺+现代标准”双轨并行，
从萎凋、揉捻到发酵、烘焙，49道工序

均由30年以上经验的制茶师把控，确
保茶叶品质。

“用这里的茶叶制作出来的红茶
口感、滋味、汤色都非常好，还具有独
特醇厚绵长的兰花香。”安徽省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高级茶艺师郑和结从
去年聘请前来试制红茶后，就一直体
会极深。

百罗湾茶园现有600多亩，目前可
采茶园近300亩，今年全部制作红茶，
预计可制作干茶1000斤。傍晚时分，
中天公司茶厂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制
茶师傅忙个不停，从白天采摘的新叶
进行摊凉、揉捻，在经过四五个小时的

发酵，再到烘干，师傅们一直要忙到凌
晨一两点，才真正品味到红茶的清香。

近些年来，中天公司积极探索“三
产融合”的新路径，通过“企业+合作
社+农户”模式，已带动周边茶农逐年
增收。同步开发的茶山观光、制茶体
验、茶文研学等项目，达到“以茶为媒，
茶兴业兴”的目标。

在“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春茶飘香
之季，这片承载着自然馈赠与匠人初
心的一片片绿叶，正以醇厚滋味讲述
着“茶旅融合促振兴，茶叶书写致富
经”的鲜活故事。

（通讯员 刘辉 胡治进）

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新闻广角

本报讯 近日，太湖县深入推
进交通与物流领域深度融合，备受
瞩目的客货邮一体化项目中，太湖
到小池线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整合客运、货运
与邮政快递资源，打通农村物流配
送“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动力。

下午2时30分，县邮政快递分拣
中心内一片繁忙景象。传送带飞速
运转，工作人员熟练地将一件件包裹
按目的地分类。一辆往返县城与小
池镇的客车停放在分拣中心门口，快
递员们麻利地将打包好的快递装
车。据统计，这条线路每日可运输快
递超300件，“客货邮”一体化项目的
实施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以前太湖到小池的邮件是用
专车配送，来回要一个小时，现在我
们跟客货邮项目的专车，只要半个
小时，老百姓能提前一天收到邮

件。”三级物流体系建设项目负责人
张健说道。

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难
题制约着乡村发展。为破解这一困
境，太湖县整合交通、邮政、快递等资
源，打造“客货邮”一体化项目。该项
目以客运班车为载体，利用客运网络
的覆盖面和高频次运输优势，将邮政
快递包裹搭载在客运班车上，实现

“客运捎带货运、客运配送邮件”。同
时，乡镇设立综合服务站点，负责快
递的集散、中转和配送，形成“县乡
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今年4月试运营的太湖县小池
镇“客货邮”融合线路，是太湖县开
通的第一条“客货邮”融合线路，标
志着太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迈
出坚实的一步。下一步，太湖县将
结合各乡镇的产业优势，陆续开辟
更多的“客货邮”融合线路，助力乡
村振兴。 （通讯员 徐虹）

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在太湖县晋熙镇程岭
村，一项古老技艺正在焕发新生，一
只只竹饭桶不仅蒸出了香甜的米
饭，更“蒸”出了村民致富的新希
望。从深山竹海到全国餐桌，小小
竹饭桶撬动了千万大产业。

程岭村毛竹资源得天独厚，村民
们世代与竹相伴，将竹饭桶制作工艺
锤炼得炉火纯青。从选材开始，只选
用特定年份、粗细均匀的优质毛竹，
确保竹材既柔韧又耐用。随后的破
竹、去节、分片、打磨等数十道工序，
让普通的竹子完成华丽蜕变。

曾经，竹饭桶不过是村民家中的
寻常物件，近年来乡村振兴的东风一
吹，它摇身一变成了程岭村的“致富
密码”。村里成立了程岭村竹木加工
厂，通过标准化生产，产品质量更加
稳定，销售渠道也大大拓宽。线上借
助电商平台，这些带着乡村质朴气息
的竹饭桶“飞”向全国各地；线下和各
大商超、农产品展销会合作，知名度
与市场占有率一路飙升。

“我们采用的是自产自销的模
式，目前厂里产量最高一天大概可
以做到2000个左右，通过的网店和

批发商销往全国各地，2024年的营
业额大概在600万元左右，2025年
的营业额已经完成了300万元的基
础目标，今年的目标大概在1200万
元左右。”加工厂负责人朱淦介绍。

竹饭桶产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
村民们的生活轨迹。曾经背井离乡
的打工者，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
观的收入；赋闲在家的老人、妇女也
找到了用武之地。这小小的竹饭桶，
正成为村民们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我外出打工30多年了，现在家
门口办了这样一个好厂，我就在家
门口干活了，平时主要负责打磨这
一块，每月工资有六七千元钱，去年
收入有七万多元。”村民韦文革说。

“竹木加工厂建成后，不仅增加
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务
工，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开发更多竹器类产品，同时结合
乡村旅游，让游客亲身感受竹饭桶
的制作过程，品尝用竹饭桶蒸出来
的美味米饭，将程岭村竹饭桶打造
成为一张响亮的乡村产业名片。”程
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西
明表示。 （通讯员 刘鑫 徐虹）

小小竹饭桶“飞”向全国

图为位于刘畈乡境内太蕲高
速工程项目5标段桥面施工场景。

随着全长 44.976 公里的太蕲
高速工程建设日益推进，全线 6 个
标段的建设者正鼓足干劲，提振信
心，加大对重点路段的路面、桥梁
施工及其边坡、边沟等配建工程的
建设力度，确保这条通往大别山区
的重要交通干道在今年 12 月底前
正式建成通车。

通讯员 刘辉 摄

重点项目

建设忙 本报讯 眼下正是再生稻插秧
的好时节，连日来，太湖县种粮大户
抢抓农时，利用机械化设备开展再生
稻机插秧工作。植保无人机在天空
中穿梭，进行肥料喷施作业，一幅充
满“科技范”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

在新仓镇沙坝村种粮大户丁俊
龙家的稻田里，伴随着隆隆的机器
轰鸣，两台插秧机在田间“大显身
手”，农机手们正熟练驾驶着插秧
机，穿梭在田间，揭秧盘、上秧、栽
播、变向……一株株翠绿的秧苗井
然有序地从秧盘上滑落，精准插下，
一行行秧苗整齐挺立。

“今年种植再生稻600亩，从4
月中旬开始插秧，由于机插效率高，
7天就完成机插工作，从今年的苗情
来看，秧苗非常壮实，能有一个好收
成。”丁俊龙说道。

机插秧环节高效进行的同时，
施肥工作也迎来了新变革。在一旁
的稻田上空，两架载重20公斤的植
保无人机，在3米低空按预设航线喷
洒缓释肥。螺旋桨产生的气流将肥
料颗粒均匀地播撒在水田里。植保
无人机施肥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作业
效率，还减少了肥料的浪费，降低了
农业生产成本。植保无人机飞手刘
正洪介绍，每天每台无人机能作业
撒肥 400 亩，撒肥量在 12000 斤左
右，并且撒肥比较均匀，亩用量也比
较精准。

今年，太湖县再生稻种植面积
5.5万亩，眼下各地正忙着起苗、运
苗、插秧，处处呈现出一片再生稻
机插忙碌景象。全县再生稻播种机
械化达到90%以上。

（通讯员 苏勇）

机器轰鸣绘出“科技范”春耕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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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太湖县积极探索“智
慧工地＋”监管新模式，加强建筑工
地的扬尘防治。县住建部门通过对
现有智慧工地平台试点升级改造，
实现了从“现场面对面”监管到“视
频点对点”监管、突击性监管到常态
化监管的转变。

县 住 建 部 门 通 过“AIstarlink
智慧工地”车辆冲洗智能分析系统，
对工地上驶离车辆冲洗进行抓拍，对
于未按规定要求进行冲洗的车辆，抓

拍其违规的相关图像和视频数据，推
送至智慧工地云平台。全天候监控，
统计每日总量、冲洗数量、冲洗时长、
绕道未冲洗等台账，及时发现问题，
督促参建单位落实抑尘措施。同时，
对扬尘治理措施不规范且不认真落
实整改项目的，采取智慧工地App远
程常态化高频监管，并依据大气污染
防治法律法规进行严厉处罚，不断提
升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成效。

（通讯员 刘辉 刘佳锋）

“智慧工地＋”防治扬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