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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茶工的春天，属于茶园里的每一
株茶树。

刚刚过去的三月，是松古平原一年
中最热闹的春茶季。当春花烂漫、茶树
吐绿，来自天南地北的采茶工，不约而
同地聚集在松阳的 13.18万亩茶园里。

茶海碧连天，正当采茶时。
清晨 6 时刚过，来自河南开封的采

茶工吴青霞已出现在大木山茶园里。
她头戴斗笠、斜挎竹篓，一手拨开茶枝，
一手轻捻茶芽，茶叶入篓，指留清香。
这是 28岁的她第一次到松阳，用她的话
说，自己是“慕名而来”。此前，她从未
见过如此大的茶园。采茶首日，她分外
卖力，半天便采得 3.7公斤茶青，却因用
力过猛，次日手腕便肿了起来，至今还
贴着膏药。

放眼望去，大木山茶园里，齐腰高
的茶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片片新叶
泛着绿油油的光泽。

茶芽绽放，茗香四溢。沿着新兴镇
下源口村的茶园小道，30多名腰间绑着
采摘袋的采茶工正在忙碌：站稳，双手
不停在身前的茶丛间上下翻飞；稍远
的，需踮起脚尖，一只手扶着枝丫，另一
只手敏捷地采下一片片嫩芽。这样的
动作，从早上 6 时一直持续到夜幕降
临。她们很朴实也很尽心，采茶日里的
活儿，一天都不落。

今年和李文娟一起来松阳的，还有
她的 5名山东老乡。这是她第 8年到这
里采摘春茶，手指早已被汁液染成墨黑
色，与鲜翠欲滴的嫩芽形成强烈的视觉
反差。兴致上来时，她会和老乡唱起民
歌，欢声笑语在一片清香中荡漾开来。

为了采下更多春茶，雇主通常会将
午饭送到茶园。就着保温杯里的汤水，
采茶工大口大口啃馒头、吃包子，以保
证下午有充沛的体力，整个用餐时间不
超过 20分钟。

检查采摘质量与称重，是采茶工心
理波动最大的时刻，一天的收获与回报
都在这一刻揭晓。每天的采摘斤数，都
会 变 成 账 本 上 一 个 个 歪 歪 扭 扭 的 数
字。她们把账本“藏”在枕头底下，枕着
它入睡，迎接新的一天。

春茶季结束后，大部分采茶工选择
返乡。而作为浙江茶主产区，这里的茶
园还是留下了一部分采茶工，他们在此
租田种茶，安家谋生。杨德伟是贵州
人，2013 年来到松阳采茶，此后便定居
于此，当起了茶农。随着两个孩子相继
出生，他的茶田面积也一路扩增至 15
亩，茶闲时打零工，茶忙时采茶叶，孩子
在当地入了学，一家子成了“新松阳
人”。

一双巧手，沉淀光阴与生活，留住
芽尖的清香，采下致富的“金叶”，“送走
这一个春，迎接下一个春”。

来自贵州的采茶工在房内分拣茶叶，孩子在一旁写作业。
这些年，很多外省采茶工留在松阳，转型当茶农，成为“新松阳人”。

每晚，采茶工一边和雇主核对自己当天的采摘斤两，一边和老乡闲聊，
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检查质量与称重，是采茶工心理波动最大的时候，一天的收获与回报
都在这一刻揭晓。

采茶工的收入建立在动作熟练、劳作时间长的基础上，既是技术活又是辛
苦活。尤其清明节前，即便是刮风下雨，他们也要继续工作。

每天清晨，采茶工迎着第一缕阳光，开始一天的劳作。

中国名茶之乡松阳，拥有13.18万亩茶园。全县春茶采摘大约需要13万名采茶工。每到春茶季节，来自贵州、云南、江西、湖北等地的采
茶工就像候鸟一样，涌进松阳“淘金”。

2013 年 3 月，来自贵州的采茶工背着孙子在松
阳县新兴镇大木山茶园采茶。

采茶工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手指早已被汁液染成墨黑色。为了争取更多时间，他们的午饭只吃馒头、包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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