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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一块利用黄茶茶末制作而成的手工皂，可以卖出
198元的“高价”吗？缙云县溶江乡岩门村就做到了，不仅如此，这
块黄茶手工皂还在《富春山居图》合璧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亮相，成
为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会务用品。

DIY 体验、定制文创、研学交流……在带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当地政府结合台湾团队的专业指导，连接本地特有的物产，最
终以制作手工肥皂的形式，为乡村振兴事业开辟出新模式、新路
径。

就地取材 手工皂变废为宝

神泉飞瀑，山花遍地，十里黄茶，满目金黄。溶江乡岩门村以
奇峰耸峙的丹霞地貌为外界所熟知，被誉为浙江的“可可托海”。

溶江乡低山丘陵为主的地形风貌，为茶树的生长创造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据统计，目前全乡共有茶树种植面积 4000 多
亩，其中黄茶种植面积 2000多亩。茶叶成了此地农民实打实的主
营农产品。

每到采茶制茶时节，新鲜的茶叶从枝头被摘下，经过制茶师傅
的精心炒制，摇身一变成了上等的黄茶销往全国各地。然而，在炒
茶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茶末残余。“留之无用，弃之可惜。”当初
许多村民看待制茶废渣的态度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其中也包括
如今的手工制皂师傅李波。

“真的非常可惜，光我们岩门村每年就能产生很大的量，因为
没有二次利用的价值，所以不得不废弃掉。”谈起以前弃置的大量
废料，李波的脸上仍然能看到些许惋惜之情。

转机发生在 2020年，这一年，几位台湾老师来到岩门村，传授
村民们利用天然原材料制作手工皂的工艺。

面对新兴事物，很多村民不敢贸然尝试，大多处于观望状态。
李波和另外几位村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入到培训学习的队伍
中。“我先带头做个试验，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李波说。

玻璃杯、量具、模具、油、烧碱、皂基、豆浆……位于岩门上官坑
古村落的手工作坊，就像一个实验室，李波一边调和油碱的配比，
一边和来访者打招呼。

“别看只是一块小小的手工皂，制作工艺却极其繁琐。”李波介
绍，“这里的每一块肥皂都有着古色、古香、古法的特点，只用不含
杂质的纯净山泉水，其间还依据个人喜好与目的的不同，加入各种
不同的添加物，例如牛乳、精油、香精、花草、中药药材等，所有这些
原材料都是通过精心挑选的。

通过李波的介绍我们才知晓，原来手中这小小的手工皂暗藏
玄机，几乎所有原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有村民们制茶后产生的废弃
茶末，有本地出产的山茶油、金银花、艾草粉……当季有哪些原材
料就用哪些。从材料选取到制作过程，每一块肥皂都充满原生态。

“手工皂根据制作方法不同，分为冷制皂、热制皂、融化再制
皂、再生皂。冷制皂制作过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植物油脂内较多
的营养成分，成熟的皂会产生 25%左右的天然甘油，具有超凡的保
湿效果，洗后脸部不会紧绷……”谈到手工皂制作，李波总能侃侃
而谈。如今，当初的学徒已然成为了专业的师傅。每个步骤，每种
材料的具体分量都控制得恰到好处。纯天然、无添加、功效好等优
质的标签，也让这块小小的手工皂，远销杭州、上海等地。

跨海助力 扶贫路上亲帮亲

在岩门村脱贫攻坚的道路上，还活跃着许多来自海峡对岸的
身影，台商谢德玮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 10月，谢德玮经朋友介绍来到缙云岩门考察，也许是
被这里原生态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他最终选择常驻岩门，将台湾相
对完善的农业科技理念和技术引进到这里，“那时候我每年来回好
几趟，回台湾向他们取经，如何做灌溉管理和土壤管理。”

事实上，谢德玮并非最早来到岩门村的台湾同胞，最先来这里
给村民们教授手工皂制作技艺的是另一位台胞徐智启。早在
2020年初，徐智启就带着资金和技术先行前往岩门村，办起手工
作坊，向乡亲们传授制皂工艺。“我现在算是接了徐老师的班。”谢
德玮笑着说。

“之前也想了其他一些东西，像皮雕、手工染布、手工蜡烛这些
都有考虑。”选择以手工皂作为村民增收的突破口，在谢德玮看来，
是充分结合当地实际的最佳之选，“后来我们还是选择了肥皂，手
工肥皂跟手工蜡烛的材料、做法是差不多的，因为这是消耗品，大
家比较容易接受，也更加实用。”

手工皂做出成品后谢德玮还积极帮忙设计包装，古香古色的
定制木盒里静置着黄茶手工皂，高雅古朴；缤纷的纸盒里手工肥皂
按使用场景分类陈列，一目了然；液体皂被装在特制的玻璃容器

中，像极了高颜值的香水。创意时尚的包装让一块块精心制作的
肥皂变身精美的伴手礼，从一众竞品中脱颖而出，卖出了更高的价
格。

能通过一己所长，帮助村民增加收入赚到钱，谢德玮深感荣
幸。

在两岸团队的通力合作下，以手工皂为代表的“岩门手作”应
运而生。这些原料取自本地，制作工艺来自台湾的手工产品，是海
峡两岸合作的结晶。在这一过程中，谢德玮和他的朋友们以实际
行动践行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为群众增收、民生改善作出积极
贡献。

强村富民 农旅融合“皂”幸福

为了扶持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溶江乡充分发挥强村公司
资源整合的纽带作用，通过与台青签订直播带售合作协议，设立创
新实践基地等方式，积极开展手工皂推广活动。

在 11月 18日至 20日举办的“助力共富路·台青在行动”创业
活动中，就有 30余位台湾青年走进岩门村，通过网络向粉丝推介
黄茶、爽面、红薯片、手工皂等岩门农产品，介绍它们的历史渊源、
生产过程、产品特点等。

“岩门手工皂的宣传推广，只是我们迈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其
中一小步。我们还将继续依托强村公司，加快特色农产品伴手礼
开发及销售项目推进，打造溶江特色自有品牌，推动农旅融合发
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溶江乡乡干部叶波表示。

如今的手工皂作坊里，欢声笑语不断，创意和惊喜不绝。时不
时有游人亲自上手体验手工皂制作，再根据个人的喜好，制作出香
型、颜色、形状各异的艺术作品。

来自缙云县城的吴女士趁着周末带孩子前来岩门游玩，新颖
的体验项目让孩子感受了别致的乐趣：“这个手工皂的制作过程很
有趣，小朋友也很喜欢，很适合DIY。”吴女士说。

吴女士的手里提着两份精美的手工皂礼盒，这是她刚刚选购
准备送给朋友的礼物，“虽然价格会高一些，但胜在用料实在、安全
环保，最重要的是颜值高呀！”

关于手工皂，李波说：“今后也想带着技能和作品走出村庄，以
简易的制作方式教会学校的孩子们如何自己去制作、使用，希望他
们能够从中有所感悟，养成勤洗手、讲卫生的良好习惯，从中体会
到卫生和清洁的重要性，起到一种积极向上的作用。”

对于未来的发展，叶波也有自己的憧憬：“我们希望，这一块用
心的手工皂能走出大山，走向更远的地方，“皂”福岩门，也“皂”福
更多的人。”

缙云溶江乡：小小手工皂“皂”福一个村
■本报记者 徐子涵 汪峰立 通讯员 李岱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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