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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下一片叶 再富一方民

本报记者 江涛

3月11日，太阳照在群山之中的青
坪村。

山脊上的梯田里白茶苗正在拔节
生长。

来自浙江省安吉县黄杜村的白茶
苗在青川沙州镇青坪村、瓦砾乡柳河
村、关庄镇固井村 3个贫困村“安家”。
其中青坪村是种植面积最大的村，共
有1000亩。

“虽说三年后才到采制期，但全村
人已经从中受益了。土地流转、务工、
分红，都是真金白银，这真是浙江亲人
送来的致富金叶。”青坪村支书王永明
笑着告诉记者。

青坪村依山伴水，海拔、土质及气
候条件适宜茶叶种植。村里也一直有
种茶传统。

但由于技术落后，加之品种老化，
村民自己种的茶叶卖不上价，传统日
渐式微。

村里一半人都外出务工了，地也
渐渐荒芜了，村里3000多亩土地，荒了
一大半。

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村里发展
有了可喜的变化，路修好了，水入户
了，电也通了。但产业仍然是短板。

去年4月，浙江黄杜村20名农民党
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提出捐赠1500
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

青坪村成为受捐村。“这让我们一
下找到了发展的出路。”王永明发动全
村人平整土地，学习种茶技术，小山村
又充满了活力。去年接到茶苗，青坪村
就种了700亩，今年又种植300亩，全部
栽种完毕。送茶苗，送技术，投产后，浙
江茶叶集团还将按保底价收购。王永
明说，今年村里计划建成茶叶加工厂，
形成茶叶生产线，让村民稳定致富。

“白叶一号”项目采取“业主+专合
社+贫困户+基地”的模式建设，村民流
转土地收租金，集体经济也惠及村
民。更重要是村民就近务工，收入大
大增长。60多岁的村民宋明兰去年在
茶园务工，挣了 9000多元。更让王永
明高兴的是，村里有近十位在外打工
的年轻人回村种茶。

除了1000亩白茶，村里发展有600
亩龙井一号茶园。传统产业再次焕发

生机。王永明预计，一亩茶园至少能
带来4000元的纯收入。“有了产业就能
留住人，乡村振兴了，村民们都能致富
奔康。”

王永明去过四次安吉，每次都像

“回家”一样。“手把手地教我技术，生
活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是亲人胜
似亲人。”王永明最大的心愿是等到白
茶采摘时，邀请浙江亲人来青坪村，畅
叙帮扶深情，分享共同致富的喜悦。

白茶拔节生长白茶拔节生长 老茶村走向振兴老茶村走向振兴

本报记者 刘怀英

“还是党的政策好哟，给我们送来
白茶项目，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月11日，阳光明媚，记者来到青
川县沙州镇青坪村六组焦自银的家，
74岁的他正在新房的楼顶一边整理着
腊肉一边告诉记者。

在他135平方米的砖房里，干净整
洁的房间，电视、冰箱、电饭煲等电器
一应俱全。

“去年 4月，浙江安吉黄杜村 20名
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种
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赠1500
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安吉县

黄杜村向青川县 18个村捐赠 450万株
白茶苗，我家也是受益者之一……听村
上的干部说，茶苗是免费送给我们，这
些茶苗要经过两天两夜、近两千公里的
长途运输才能到达我们村，专家们些还
亲自教我们栽种方法……”一提起白
茶，焦自银打开了话匣子。

2017年之前，这一家六口人住在

对面的大山里，路不通、水不通、经常
停电，土地在山下，严重影响生产生
活。焦自银患有内凤湿关节炎和高血
压，不能干重活，家里全靠70岁的老伴
蹇桂田支撑，儿子和其中一个孙子患
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儿媳妇一人常
在外打工。

2017年，焦自银用 4000元买了山
下5组蹇玉琼的木架房屋，当年他家被
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年他家被列
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全家6口人，按照
政策，可享有150平方米的房屋，他在离
他新家20米处的地方修了新房。

“我们去年 9月搬进了新家，实现
了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住上了砖
房。特别是现在种茶苗，有盼头啦，我
家15亩土地全都种上了！”焦自银给记
者盘算着，流转一亩地 300元/年，一年
共计收入 4500元；家里两人在茶园打
零工两人一天分别 80元。今年以来，
已挣了 4000元了；白茶投产后贫困户
两次分红预计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

“组上的年轻人出去打工都是暂
时的，不仅照顾不了老人孩子，年龄大
了更没办法，所以大家现在想的都是
把茶叶搞好，有长远的收入，全村外出
打工的人有九成以上都回来了。家里
的双胞胎上学都是免费，每年还有贫
困补助 1250元。自己看病也有保障，
新农合可以报90%。现在日子好过了，
土地全部流转，再也不用担心天旱下
久雨了，有了白茶产业的保障，我们的
日子会越过越红火了。”焦自银笑着告
诉记者。

“有了白茶产业的保障，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兰宜谦

“上山栽茶苗咯！”……3月 11日清晨 6
点，霞光温柔地照射着大地，氤氲的水气缓缓
升起环抱群山。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一组的
贫困户焦元会背起背篼，扛起锄头，朝着坡下
的几户邻居大声喊道。

三位村民听见焦元会的喊声，走出家门，
结伴朝着“白叶一号”茶苗种植基地走去。“前
一天晚上接到小组长的电话，说今天要栽浙
江安吉新送来的白茶茶苗，激动地到处约人
同行，一早不到 5点就醒了。”焦元会的话惹
来一阵笑声。一路上欢声不断，6公里的路程
大家一点儿都不觉得累。

上午 7点半，茶园已经聚集了 40多位村
民，大家都翘首期盼着茶苗的到来。早在几
天前，村民们便开始整理土地，开好沟渠，做
好了栽种的准备。

“我家流转了 15亩土地栽种白茶，一年
有 4500元的租金收入；在茶园做一天工，还
可以挣 90元钱；等到茶叶投产后，还能领到
更多的分红……去年年底，我已经领到了195
元的保底分红。”等待的间隙，焦元会算起了
安吉白茶带来的“收入账”，每算一笔，她脸上
的笑意都会浓上几分。

焦元会一家 5口生活在大山里，上有年
过八旬的老人，下有攻读学业的两个子女，日
子过得十分拮据。三年前，她的丈夫突发脑
溢血，更是让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那
段时间，我一个人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幸好
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加上亲戚、乡邻的扶
持，才渡过了难关。”

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焦元会丈夫的身
体有所恢复后，便外出打工了。“虽然担心他，
但我还是得留下照顾家庭。”焦元会说，是浙
江亲人帮助村里发展的白茶产业给她带来了
新希望。“把茶叶搞好，就有长久的收入。我
相信通过勤劳的双手，未来的日子会越过越
红火。”

“种茶苗哦！”不远处的吆喝声传来，焦元
会与村民们一齐动手。“30公分深的坑是我们
先挖好的，茶苗入土 4-5厘米，再倒肥料，最
后上一层土。”焦元会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白
茶苗种下。

“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一开始听说要
种茶叶，心里没底。”焦元会说，是浙江白茶专
家和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开展的种植前培训，
给村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从过去种小
麦、玉米到现在种茶叶，焦元会认为，带给自
己的不仅是种植技术的改变，还有思想的转
变。她更加坚定了通过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
信心和决心。

“按照要求，要在 5天内栽完所有茶苗，
时间不等人，可要加紧干。”忙碌之时总感觉
时光飞逝。天渐渐擦黑，到了收工的时间，焦
元会走在回家的路上，却还在不时地查看覆
盖在茶苗上的遮阳网，“可得照顾好茶苗，这
是我们脱贫致富的‘黄金叶’，好日子就指望
它了。”

“‘黄金叶’带来脱贫
致富新希望”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唐彪摄

“白叶一号”
栽植完毕
一片感恩叶，携手奔

康路。3月17日，承载着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希望、
凝聚着浙江人民深情厚
谊、寄予着贫困群众脱贫
群众希望的最后一批“白
叶一号”茶苗在青川县沙
州镇青坪村栽植完毕。

至此，由浙江省湖州
市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
捐赠青川县的 450 万株

“白叶一号”茶苗全部“安
家落户”，其核心种植基
地达 1500 余亩。今年青
川县还计划建设“白叶一
号”基地2000亩。经精心
管护，2019年春节前后栽
植的300万株“白叶一号”
茶苗长势良好，成活率达
95%以上。

“白叶一号”项目以
“业主+专合社+贫困户+
基地”模式建设，受赠茶苗
贫困户和项目村非贫困户
覆盖9个乡镇18个村663
户2084人（贫困村11个、
贫困户512户1544人），并
通过股权量化方式进行分
配。全部投产后，年利润
预计可达 750 余万元，将
为贫困户户均增收 4300
元左右。

作为“白叶一号”种
植面积最大的青坪村，
2014年被认定为贫困村，
目前该村种有“白叶一
号”1026 亩、龙井一号茶
园600亩。（记者 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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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青川县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栽植“白叶一号”茶苗。

青坪村茶史馆记录下了“白叶一号”落户青川的相关情况。

青川县“白叶一号”种植核心和拟建基地分布图。

转运最后一批“白叶一号”茶苗。

2019年春节前后，青川县已成功栽植“白叶一号”茶苗301万株，目前茶苗成活率达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