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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安吉白茶跨省扶贫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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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份，浙江省湖州市
安吉县黄杜村 20名农民党员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种植白茶
致富情况，提出愿意捐赠1500万
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赞扬
他们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
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
方面确定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青
川县和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县等3
省4县3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作为
受捐对象，并督导推动各地建立工
作台账机制，督促加强后续管理。

两年过去了，这些地方的白茶
种得怎么样了？产业扶贫进展得如
何？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相关地区调
查最新情况。

3月25日，是湘西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
百姓心中的大日子。这一天，由浙江省安吉
县溪龙乡黄杜村捐赠的“白叶一号”安吉白茶
迎来了首次采摘。通过两年精心栽培的小茶
苗，真正成了村民们的“金叶子”。

小小茶苗结出硕果

回想两年前，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
得知安吉捐茶苗的消息后，迅速赶赴浙江安
吉对接，争取到了此项目，并成立了格戎白茶
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该项目覆盖了古丈县
默戎镇翁草村、新窝村、夯娄村3个贫困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6户共430人。

“白茶好！这个茶一种，村民不仅有土地
流转收入，平时还能到茶园里做工，2019年
村民务工收入就有150多万元，村里基础设
施建设也搞起来了。”格戎白茶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龙星美介绍，村里还和浙江安吉县签订
了购销合同，由浙江安吉茶叶集团按保底价
收购出产茶叶，合同一签10年不变，给村民
吃了“定心丸”。

一篓篓鲜嫩茶芽被送到牛角山制茶厂，
来自黄杜村的白茶制作技术员盛志勇一边操
作机器，一边给茶厂员工讲解安吉白茶的制
作要领。经过摊青、杀青、理条、烘焙、提香等
5道工序，古丈县第一批安吉白茶制作成
功。浙江省茶叶集团专家胡玉杰现场泡制品
尝后，称赞产自湘西的安吉白茶外形美、口感
好、白化度高。

龙献文兴奋地表示，“我今年要把茶叶带
到北京去，带到全国两会上去，让大家分享扶
贫成果”。

克服困难栽培茶苗

古丈县茶叶局副局长沈仁春介绍，古丈
种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朝，但种植白茶，
无论是当地农技人员还是茶农都是头一回。
为了把“白叶一号”真正种成老百姓的“致富
茶”“黄金叶”，古丈县专门成立了“白叶一号”
项目指挥部。

古丈县按照“一亩白茶带动一个未脱贫
的贫困人口，每户不超5亩”的要求，采取土
地流转、茶苗折股、生产务工等方式动员群众
把昔日的荒山变成茶园，翁草村党支部书记
石盛龙说，自2018年7月初拉开序幕，“白叶
一号”指挥部、镇村干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顶
着酷暑，上门入户，宣传发动。用了半年时
间，白茶全部按照“标准化、机械化、有机化”
的高要求完成了种植。

谁知白茶苗刚成活不久，2019年初就遇
到了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大雪和冰冻。浙江安
吉的技术人员及时通过网络视频指导古丈农
技人员和茶农开展茶叶培管，并多次深入湘
西古丈实地指导。茶叶苗得救了，为进一步
确保成活率，古丈县又精心组织4次茶园锄
草、施肥、杀虫工作。同时，为确保茶苗成活
顺利度过酷暑，还套种了玉米遮阳，并在基地
修建了4.5公里的产业路和高位储水池。

“白叶一号”项目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泽
中介绍，茶山顶上的高位储水池是茶叶基地
引进的最新技术，每年下半年旱季，滴灌技术
就可以派上用场，茶山各处都铺设了管道，这
种肥水滴灌技术也让茶农们开了眼界。

安吉白茶在古丈翁草村安了家，老百姓
也在县里的指导下走上了“以茶促旅、茶旅融

合”的发展之路。
龙忠发一家原本是贫困户，2019年刚

刚脱贫。夫妻俩常年在浙江务工，两个孩子
一年的读书费用要三四万元。龙忠发说，
2019年 5月份，他的房屋作为村里的民宿
点之一开始营业，仅去年暑假就给他带来了
2万元左右的收入，占他家全年收入的三分
之一。

“游客结账之后，我们在3个工作日内就
把分成付给村民。”翁草村建设与发展委员会
成员石泽辉说，翁草村以前没有产业，“白叶
一号”种植之后，村里大力推进茶旅融合。
2019年暑期，翁草村接待游客达到4000余
人次，村民种植的蔬菜、养殖
的鸡鸭、制作的腊肉都成了
热销品。看到“钱”景，翁草
村先后建起10栋民宿，仅在
去年7月份至9月份就有计
划地接待了旅游团队10多
个，实现旅游收入 20 余
万元。

打通销售拓宽市场

在距离古丈县千里之外
的长沙市雨花区市场林立商
贾云集，走进远近闻名的高
桥大市场神农茶都，“神农步
行街”“白茶销售一条街”“禅
茶大道”上茶香四溢，人声鼎
沸，细分化的市场井然有序。

“安吉白茶干茶形如凤
羽，开汤后叶白脉绿，滋味鲜
爽，嫩香持久。”满叶丰茶的

茶老板正在与客户品茶。记者了解到，目前，
已经有10余家白茶客商进驻这里，红红火火
的“白茶一条街”成就了“三湘四水五彩茶”的
好名声。

长沙市雨花区神农茶都“白茶销售一条
街”又叫“桑植白茶文化街”，是长沙市雨花区
对口帮扶张家界市桑植县“携手奔小康”的项
目。由雨花区财政拨付专项经费建设，项目
集民俗文化、研学旅游、产品展销、休闲品鉴、
网红直播于一体，采取政府推动、财政投资、
民企运营模式，形成了完整的白茶产业链，共
同推动白茶产业走出大湘西，走进大城市，走
向老百姓的茶杯中。

贵州普安、沿河：茶农摘掉贫困帽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近日，在四川省广元市
青川县关庄镇固井村，金灿
灿的阳光覆盖着种植在固井
岭上的 56 亩近 20 万株茶
树。固井村“白叶一号”项目
分布在3个不同地块，全村
种植白茶面积 288 亩，约
100万株。

截至2019年3月8日，
黄杜村共向青川县分两批捐
赠白茶苗540万株。当地在
关庄镇固井村、沙州镇青坪
村和乔庄镇柳河村建立了3
个“白叶一号”茶叶基地。为
了帮助更多贫困户，青川还
将部分捐赠茶苗分配给了其
余6个镇15个村的贫困户。

从一棵棵满载希望的
“扶贫苗”到如今一片片茁壮
成长的“致富叶”，预计2021
年盛产期到来时，全县1717
亩白茶将带动9个乡镇18
个村663户老百姓户均增收
4300元以上。

固井村村支部书记张青
勇向记者介绍，按照县里规
划推行的“业主+基地+村集
体+贫困户”模式，固井村已
建成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
的“白叶一号”茶叶基地。通
过创新“五金”收益分配机
制，即土地流转收租金、务工
就业挣薪金、入股分红得股
金、委托经营拿酬金、村集体
分红得现金，2019年固井村
共支出土地流转金9.6万元，
务工工资47万元，村集体为
157名村民每人分红200元。

“今年3月26日，我们试采试制了2斤多茶叶，现在中
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检测各项指标。明年茶叶进入盛
产期后，我们会持续推广种植技术，增加种植面积，村民们
可以通过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获得更多收益。”张青勇说。

张青勇介绍，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在外务工，茶园吸
纳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55岁，优先满足贫困户的务工需
求，最多一天有近300人在茶园里干活，每人每天可以收入
80元工资。

青川县本是远近闻名的绿茶种植基地，在茶叶种植方
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因气候和地理位置差异，“落户”青川
的白茶种植并不是一帆风顺。

其一，在茶苗栽植时，为了解决土壤保水能力差的问
题，需要远距离取水。以固井岭为例，即便最近的水源地也
有3公里远。其二，大雨烂根的问题不好解决。为此，村民
们为白茶苗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膜，形如雨靴；为了在急冻
天气做好保暖，又为白茶“盖”上了白色小棚，形如雨伞。其
三，2019年6月3日，极端天气不期而至，固井村30多亩茶
树被冰雹砸得片叶不留，村里只好向安吉县申请再次补苗。

来自安吉县的专家和青川的干部群众合力解决这些难
题。为了便于群众学习掌握种植技术，青川县组织本地技
术专家编写了《幼龄茶园管护顺口溜》，《青川县“白叶一号”

茶苗栽植后第一年的管理指导意见》
《“白叶一号”高效栽培技术方案》则从
专业角度为茶苗的栽培管理提供技术
支撑。截至目前，青川县共开展“白叶
一号”种植、管护技术培训6次，培训
茶农700余人次。

茶树长起来了，思路活起来了。
为了推动种养循环，壮大村集体经济，
固井村在茶园旁建起了恒盛生态繁殖
场和桦子岭肉牛养殖场，分别存栏能
繁母猪240头、肉牛200头，两个养殖
场产生的沼液能直通茶园，实现有机
肥灌溉。桦子岭肉牛养殖场属于村集
体，2019年固井村157名村民每人获
得分红200元。沙州镇青坪村、乔庄
镇柳河村目前正在选点建设养殖场。

眼下，白茶种植已经成为青川产
业发展的一条新路子，当地计划今年
新发展3500亩白茶。着眼未来，青川
计划走出一条“茶旅结合”新路子，通
过发展茶园，进一步挖掘茶产业观光、
体验、旅游的价值。“‘白叶一号’承载
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寄托着
青川人民的致富希望，我们一定要把
白茶种好，种出效益，演绎一片叶子再
富一方百姓的佳话！”青川县县长刘自
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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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古丈：成为村民们的“金叶子”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近日，趁着天气晴好，在贵州省普安县地
瓜镇屯上村茶园里，数十位村民正忙着采摘
茶青。“今年是‘白叶一号’第一次采摘，主要
是打顶采摘，以采代养。”屯上村村委会主任
蒋成勇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白叶一号”由于
贵州海拔较高，因而生长速度较慢，采用“打
顶采摘”技术可扩大树冠面积，让枝叶更茂
盛。“虽然现在茶苗看上去还比较矮小，但只
要我们精心管护，预计5年后便可进入丰产
期，为村民源源不断地带来稳定收入。”蒋成
勇说。

2018年10月份，普安县接受浙江省安
吉县溪龙乡黄杜村捐赠“白叶一号”茶苗600
万株，在地瓜镇屯上村、白沙乡卡塘村规划建
设茶园2000亩；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也受
赠了360万株白茶苗，在中寨镇的志强、大
宅、三会溪等3个一类贫困村建设了茶园
1200亩。

对于普安、沿河两地群众来说，种茶不算
陌生，但种植白茶还是“头一遭”，会不会水土
不服，大家心里真有些犯嘀咕。

但是，群众增收脱贫的希望、黄杜村乡亲
们的关爱，让普安、沿河两地的干部丝毫不敢

大意。两地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
既把茶叶种植专家请到田间地头现场授课，
也组织相关人员到黄杜村考察学习见世面。

对于捐出的白茶苗，黄杜村就像对待远
嫁的女儿一样关心。从2018年8月份平整
土地开始，该村派出技术人员长期在普安、沿
河蹲点指导，手把手教当地村民种茶。

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先后来到普安
县10多次。今年3月初，普安的白茶最先迎
来采摘，盛阿伟担心当地村民不会采摘，影响
茶园后续发展，带领技术人员驱车2000多公
里，从黄杜村直奔白茶园，现场示范采摘。

教学相长，普安县的干部群众边实践边
学习边探索，总结摸索出了“两建三看四要”
的茶园后续管理经验，茶苗成活率超过95%。

种植白茶是为了让贫困群众摘掉贫困
帽，普安、沿河在推进白茶种植过程中，积极
探索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普安
县按照“1亩白茶苗带动1个贫困人口，1户贫
困户不超过5亩”的原则构建白茶产业扶贫利
益联结，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
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按照“企业共享30%、贫
困户共享60%、合作社共享5%、土地流转共

享5%”的比例分享发展收益，2000亩扶贫茶
园共计带动贫困户862户2577人增收。

截至目前，普安县地瓜镇、白沙乡的白茶
种植基地各成立1家合作社，茶园范围内的
所有贫困户均是合作社社员，其中440余户
贫困群众还参与到茶园杂草清除、土地整理、
茶苗种植、茶园管护等工作，户均获得劳务收
入4600多元。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村民谭
化爱，虽然丈夫因交通事故丧失劳动能力，全
家生活困难，但自从承包了10多亩地种植白
茶后，不仅自己成了茶园管护人员，而且年收
入达到5万多元，摘掉了贫困帽。

沿河自治县中寨镇则推行了股份合作
制，以强化利益联结，推动白茶产业可持续发
展。该镇将受赠的白茶苗折资量化到建档立
卡贫困户，入股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此
外，县里还拨付55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以3个村集体的名义入股，同时组织农户入
股39万元，齐心协力做大做强白茶产业。

种得好，也要卖得俏。为了打开销路，普
安县引进浙茶集团投资2.8亿元，建设茶叶
精深加工生产线，开发茶产品，改变了传统茶
农“单打独斗闯市场”的局面。

浙茶集团贵州天香茶叶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胡玉杰说，浙茶集团与普安、沿河均签
订了合作框架协议，负责产品销售。目前，浙
茶集团已经给这款“扶贫茶”注册了“携茶”商
标，取“东西部携手共奔小康”的美好寓意。

在扶贫茶园的示范带动下，如今普安全
县的“白叶一号”已经发展到1.1万多亩；沿
河自治县中寨镇的白茶种植面积也突破了
5000亩。

“白叶一号”安家贵州高原，带来了新
的茶叶品种，更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思维。
普安县委书记农文海告诉记者，“通过种植

‘白叶一号’，当地群众学会了东部地区先进
的种植、管护、加工技术和发展理念，增强
了自我发展能力，为普安茶产业发展壮大培
养了人才”。

如今，普安把茶产业作为脱贫攻坚
“一县一业”重点产业大力发展，目前拥
有茶园14.3万亩，其中投产茶园
9.1万亩。据统计，仅茶青采收、
加工生产就能带动该县
6000多户群众实现户
均增收过万元。

图为贵州省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图为贵州省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白叶一号白叶一号””茶茶
园一角园一角。。 候候 荣荣摄摄

图为湘西白茶采摘现场图为湘西白茶采摘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