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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村的“茶
叶土专家”，到全市的
茶 产 业 领 军 人 物 ，
1987年便开始种茶的
吴远付如今有一个新
目标：让庆元的荒野
茶走向世界。吴远付
投身到荒野茶资源的
开发利用中，先后在
龙溪乡、举水乡建立
了共计 3200余亩的荒
野茶基地，并创立了
自己的荒野茶品牌。
如今他的“远付”牌荒
野 茶 已 有 10 余 个 品
种，在 2022 年的庆元
县首届荒野茶斗茶大
赛上，“荒野白牡丹白
茶”还荣获了“茶王”
称号。

近年来，仙渡乡围
绕实现生态保护与绿
色发展有机结合，构建

“苗种产学研游”番薯
全产业链，实现土特产

“接二连三”涨身价。
产品不仅热销国内，还
打开了国外市场，推动
绿水青山“生金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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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盘活空置老屋资源，近
年来我们利用老屋开展了白酒酿造季
储存、民宿流转、文旅研学等新业态，
以此做活‘老屋经济’……”日前，一场
特殊的“老屋经济”分享会在庆元县官
塘乡举行，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刘毅
为参加活动的人员详细介绍了官塘

“老屋经济”的鲜活案例，为偏远乡镇
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开拓了新视野。

官塘乡坐落在海拔近 1000米的高
山上，距离县城约 80 公里，是庆元县
最偏远的东部乡镇之一。虽然气候温
暖湿润,林地资源丰富,但由于交通条
件限制，当地也面临着人口流失、农产
品销售渠道少等问题。

如何推动偏远乡镇实现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官塘乡将目光瞄准了
空置的老屋。

“乡里大多数老屋已经过一两百
年时间的洗礼，加之周围的自然环境
十分优越，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

觉。”刘毅介绍，在找准发力方向后，去
年以来，乡干部便着手对全乡的老屋
进行仔细勘察、登记，并组织人员进行
了整体修缮保护。“这之后，我们还围
绕老屋设定多种类型的开发项目，希
望在常态化保护老屋的同时，也能为
乡里带来人气。”

“特别喜欢横坑村的古朴自然，在
这里能真正沉下心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官塘乡横坑村的“荣誉村民”刘小
石就是“老屋经济”的参与者，2019年，
他流转了村里的老屋，办起了酒坊，将
老屋空间改造与乡村业态一同谋划推
进。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刘小石全
家都安顿在了横坑村，他流转的 6 幢
原本破败的老屋已焕然一新，“文艺
范”十足，乡土书房、老屋民宿、傍水酒
坊等新业态吸引了上千游客前来游
玩，一时间成为了横坑村的网红打卡
点。“接下来，我还打算在老屋中开设
5G体验馆，在为村民带去便捷信息技

术的同时，也增加游客的体验感。”
刘毅介绍，官塘乡还拥有“庆元县

第一党支部”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
目前，他们正着手将红色文化遗产与特
色老屋结合，通过串珠成线，打造极具
官塘特色研学旅游线路。“我们在老屋
设置了文创产品、农特产品的销售点，
由此也可以带动留守村民增收致富。”

官塘乡将偏远乡镇的“空闲”老屋
转化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要素，不仅将闲
置的老屋进行流转开发，还引进文化企
业和外乡人到官塘乡参与“老屋经济”，
将“老屋经济”的产业覆盖到全乡每一
个行政村，带动村民致富、村集体增
收。目前，已有 100余栋空置老屋得到
了修缮利用，为村集体增收30余万元。

“未来，官塘乡将继续推进‘老屋
经济’的发展，特别在酒产业、文旅产
业、特色农业方面的深入融合方面继
续努力，致力打造偏远乡镇特色产业
发展的新样板。”刘毅表示。

庆元官塘乡庆元官塘乡：：
““老屋经济老屋经济””让偏远乡镇焕发新生机让偏远乡镇焕发新生机

官塘乡将“空闲”
老屋转化为产业发展
的重要要素，不仅将闲
置的老屋进行流转开
发，还引进文化企业和
外乡人到官塘乡参与

“老屋经济”，带动村民
致富、村集体增收，致
力打造出偏远乡镇特
色产业发展的新样板。

■乡村振兴“新农人”

■■记 者 郭 真
通讯员 张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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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的荒野茶就已
经通过了SGS国际检测，289项
检测都没有检出任何农残，这
也足以说明庆元荒野茶的品
质。”12 月22 日，正在为荒野茶
产品申请欧盟认证的吴远付十
分自信地说。

从全村的“茶叶土专家”，
到 全 市 的 茶 产 业 领 军 人 物 ，
1987年便开始种茶的吴远付如
今有一个新目标：让庆元的荒
野茶走向世界。

1969 年，吴远付出生在庆
元县龙溪乡一个偏远的高山
村——鱼川村。这里青山绿水
环绕，空气清新宜人。

“小时候，我就经常随父亲
去茶山，最初的种茶经验就是
从父亲那里学到的。”1987 年，
刚刚初中毕业的吴远付与父亲
一道承包了村里 60 亩荒地，自
此走上了种茶制茶之路。然
而，首次尝试并没有因一腔热
情而收获理想的回报，因为缺
乏经验，吴远付的茶叶品质参
差不齐，销路也没有打开。

好在这并没有让吴远付打
退堂鼓，为了积累种茶、制茶经
验，他想尽办法学习，拜师各地
茶叶专家和老茶农、自购茶叶
种植书籍学习，几乎到了废寝
忘食的地步。“尤其是在松阳取
经的那段日子，让我大开眼界，
想要种好茶，没有过硬的技术
可不行。”

2002 年，龙溪乡为大力发
展茶产业，出台了一系列鼓励
政策，此时已积累多年经验的
吴远付不仅带头承包了茶山，
还手把手地指导乡亲们种茶、
采茶、炒茶，已然成为了一名

“茶管家”。目前，龙溪乡已建
成 2800 多亩的高山生态绿色
茶基地，鱼川村农户年人均收
入从 2001 年的 2000 多元到现
今的30000 多元，其中80%来自
茶叶收入。

“得益于龙溪乡这方水土，
乡里的荒野茶资源特别丰富，
一些老茶树，树龄达到了上百
年呢！”随着近几年庆元县高
度重视荒野茶开发，吴远付又
投身到了荒野茶资源的开发利
用中，先后在龙溪乡、举水乡建
立了共计 3200 余亩的荒野茶
基地，并创立了自己的荒野茶
品牌。

“种性稳定的基地茶，就像
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好学生’，
而在时刻变化着的山野，随变
化而不断吐故纳新的老茶树，
则有着千变万化的魅力，让爱
茶人士着迷。”吴远付介绍，借
助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技术团队、福鼎市国家制茶大
师蔡良绥、博士创新站的技术
支持，如今他的“远付”牌荒野
茶已有 10 余个品种，在 2022 年
的庆元县首届荒野茶斗茶大赛
上，他的一款荒野白牡丹白茶
还荣获了“茶王”称号。

荒野茶的异军突起，让吴
远付的视野更加开阔，近年来，
依托博士创新站的创新团队，
他先后开发了鱼富茶叶枕、茶
浴包、茶摆件等多款茶文创产
品，并将荒野茶的种植基地与
当地旅游景点相结合，开展茶
旅结合的体验式旅游，推动实
现一二三产联动发展，让荒野
茶产业的覆盖面进一步提高，
参与相关产业的村民也越来越
多。

吴远付在制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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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正是番薯收获的季
节。在莲都区仙渡乡中农智康甘薯产
业园内，工人们正在制作番薯片、番薯
条，为近期首批出口 600 多箱番薯制
品和国内春节销售旺季备货。

仙渡乡位于莲都区东北部，森林
覆盖率高，昼夜温差大，年降雨量适
中，为番薯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近年来，该乡围绕实现生态
保护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构建“苗种
产学研游”番薯全产业链，打造仙薯共
富工坊，形成番薯采摘、红色教育、非
遗体验等多业态融合研学路线，实现
土特产“接二连三”涨身价，产品热销
国内，还打开了国外市场，推动绿水青
山“生金淌银”。

走进生产车间，一股浓郁香甜的
红薯气息扑鼻而来。经过精心挑选的
红薯，在现代化的生产线上依次完成
清洗、摊条、烘干等一系列工序，制作
成番薯干和番薯片等番薯制品。而工
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着将包装好的番
薯制品打包装箱。“这是园区首批签约
的出口订单，首批 600 多箱。”仙渡乡

中农智康甘薯产业园负责人黄金武
说，“首批产品货值 10万余元，正陆续
销往意大利、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
家。反响好的话，后面几批订单金额
预计能达到 20 万至 30 万元。我们将
乘胜追击，进一步打开欧洲、非洲市
场，不断提升仙渡番薯产业国际知名
度。”

从山区农田到国际商超，仙渡番
薯如何摇身一变走出国门呢？除了内
强本土“产业链”外，仙渡番薯还不断
外拓品牌“朋友圈”，打造多元化产销
体系。现已形成“加工工厂+强村公
司+共富合伙人+农户”的农产品统购
统收机制，同时依托电商平台促进农
产品上行，以抖音“新农人计划”为载
体，组建“党员+乡村干部+种植大户”
红色主播团，链接头部直播企业海杉
文化传媒，联合至逸文旅、“仙曙”先锋
共富、创游桃花岭驿站等农创客直播
间，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打响“恋姥姥”

“仙渡仙”等本土品牌。今年以来，直
播间观看超 35万人次，相关视频全网
曝光量超 150万人次。

产业园的发展为当地村民创造了
大量家门口就业岗位。“以前，我们在
外面打工，上下班路远，非常不方便。
现在走路几分钟就能到上班地点，每
个月能挣 4000元左右，工作稳定还能
兼顾家里的老人，我觉得很满足。”仙
渡乡张山后村村民俞秀凤笑着说。今
年以来，仙渡乡中农智康甘薯产业园
在全莲都收购番薯近 300 万斤，提供
灵活就业岗位近百个，累计发放工资
逾 80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以推动生态产业
高质量转化为核心，积极推进共同富
裕‘提能升级’行动。一方面，依托‘江
北—莲都’‘义乌—莲都’山海协作平
台、中电海康集团及莲都山超，因地制
宜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强村公司还
将联合生产企业，主动对接阿里巴巴
盒马生鲜、三关六码头等批零龙头企
业和大型连锁商超，进一步打通供应
链和销售端；另一方面，积极进军海外
市场，助推仙渡特色农产品破圈出海，
开辟发展‘新通道’。”仙渡乡副乡长
赵浏阳说。

莲都仙渡乡：“小番薯”跨山出海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