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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茶叶产业
发展的叶光明将岩樟
乡作为自己从事茶叶
产业的起点，成立了岩
樟 源 茶 叶 专 业 合 作
社。经过多年尝试、学
习和积累，叶光明的茶
园面积已拓展到200多
亩。去年，合作社还积
极配合岩樟乡开展共
富茶园活动，定期发布
茶青收购计划，设置茶
忙时节工作岗位，让低
收入农户实现“家门口
就 业 ”，人 均 增 收 约
120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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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庆元县淤上乡黄泥弄的
高标准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云雾缭
绕的田间传来隆隆机器声，59岁的农
户鲁尚明正驾驶着他的“新伙计”——
最新款自动化插秧机在田间穿梭，翠
绿的秧苗随着机械臂的震动，整齐地
扎进农田，划出笔直的绿线。

“这里田块平整，道路畅通，很好
插秧，我一个人就够了，每天能插 20
亩，100亩早稻 5天就完工了。”鲁尚明
表示，自动化插秧机很先进，在高标准
农田里干活效率提高了很多。

高标准农田是指田块平整、集中
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
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
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
相适应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耕
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关键举措。

庆元县淤上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和丘陵山地宜机化项目，总投资
1300万元，共 400亩高标准农田，涉及
受益 3 个行政村，通过“小田并大田”

“坡改梯”工程，零散的丘陵旱地整合
成方正大田；改造灌排渠道使水资源
率达到 80%以上，3米宽的硬化机耕路
直通田埂，插秧机、犁田机、收割机等
开进了田间。

在自动化插秧机旁，农户吴士亮
正往机器上新添秧盘，连续承包了两
年高标准农田的他告诉记者，今年试
种早稻，预计七月可采收，亩产预计能
到 1000公斤。吴士亮掰着手指算账，

“高标准农田让机械化率提到 100%，
人工省了 100 元/亩。加上政府补贴，

一亩地能多赚 300元。”
从“巴掌田”到“高标田”，近年来，

淤上乡的实践诠释着“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深刻内涵。“当传统农业邂逅
现代科技，淤上的‘小田改’不仅改出
了粮食安全新天地，更改出了强村富
民的新希望。”淤上乡副乡长吴青表
示。

近年来，庆元县已完成 16.712 万
亩永久基本农田内 11.94 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今年，庆元县计划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确保开工高
标准农田建设 0.9 万亩，力争开工建
设 1.46 万亩，着力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保障粮食
安全、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增
加农民经济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
现代化。

庆元淤上庆元淤上：：
““巴掌田巴掌田””变变““高标田高标田””

■■记 者 刘雅倩
通讯员 季慧芷 寿南松

青田县北山镇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在果树下套种中药
材，全镇 50 多户农
民已开展林下经济
作物种植，截至目前
种植面积达 1500 多
亩，产值预计能达
300 万元，走出了一
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乡村振兴
之路。

庆元县淤上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和丘陵山地宜机
化 项 目 ，总 投 资
1300 万元，共 400 亩
高标准农田，涉及
受 益 3 个 行 政 村 。
从“巴掌田”到“高
标田”，近年来，淤
上乡的实践诠释着

“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深刻内涵。

春风和煦，阳光普照。连日来，青
田县北山镇湖中村 150亩温郁金迎来
采收季，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北山镇湖中村的石柱峡花果山
水果种植基地，采收工吴邦忠夫妻俩
配合默契，一个挖，一个收，姜黄色的
根茎破土而出，抖落泥土后露出鲜亮
色泽。

“我们两个人从 3 月中旬就开始
采收，每天可采收 1000余斤。”吴邦忠
说，温郁金每年 3月至 4月播种，11月
成熟，可一直采收至次年 3 月，“采收
温郁金时要注意不挖断须根，姜黄带
须根，加工时才不容易腐烂。”

据了解，温郁金作为“浙八味”之
一，不同部位药效各异，通过对其块根、
主根茎、侧根茎的差异化加工，可以制
作成温郁金、温莪术、片姜黄三种药材，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种植基地负责人林海波于 2008年
回乡创业，流转湖中村 500亩土地，打
造了一座“花果山”，果园种植着香蕉、
火龙果、蟠桃、柑橘等 10余种水果，荒
山成为了一座四季皆可摘的生态果
园。漫山遍野硕果累累，但林海波看
着果树下的空地陷入沉思：果树下的
土地能不能进一步利用，从而提高土

地的经济附加值？
去年，浙江省中药材团队科技特

派员陶正明实地踏勘了解后，给出了
破题之法，可以利用桃树、梨树等果树
的林下空间套种温郁金。

“去年我在果树下试种了 150 亩
温郁金，它与果树之间不会有影响，甚
至会互相促进。温郁金抽芽后覆盖了
果树下的土地，有效抑制杂草生长，不
仅节省了人工费，其矮生植株特性更
与果树形成空间互补。”林海波说。

这种林下种植模式利用空间与时
间差，既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也带来
不菲的经济收益。林海波给记者算了
一笔经济账：“套种的温郁金亩产可达
2000—3000斤鲜货，按照当前市值 4.5
元/斤计算，亩产值超万元，所采收的药
材销往温州等地，实现了‘一地双收’，
药材变‘药财’。”

“目前我还试种了黄精、芍药这两
个品种，继续探索如何提升土地附加
值。”林海波说，下一步，他将继续扩种
温郁金至 500亩，让土地生金，让生态
增值，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在北山镇，像林海波这样发展林
下经济的种植户还有很多，沈朝忠也
是其中之一。

走进湖中村岭根油茶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一排排油茶树矗立在起伏
错落的山坡上，油茶树下种植的黄精
长势正好，种植基地负责人沈朝忠穿
梭其中，忙着施肥、除草、修枝。

“去年以来，我在自己的油茶合作
社里尝试套种了黄精 300 亩，今年又
扩种了 300 亩。”沈朝忠说，油茶种植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加上当下种
植黄精，都需要大量人工，“我们带动
了周边 40多位村民实现就业，光找人
帮忙种黄精，一年务工开销就要 14万
元。”

近年来，北山镇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探索实施由强村公司出资、村集体
入股、低收入农户出力、第三方包收购
的发展模式，消除村民“高成本、无销
路”顾虑，实现“村民种植零成本、就业
零距离、销售零负担”，走出了一条“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
路。

截至目前，全镇 50多户农民已开
展林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 1500多
亩，因地制宜推广油茶林下套种多花
黄精、黄桃林下套种温郁金、柑橘林下
套种姜黄等林下套种中药模式，产值
预计能达 300万元。

青田北山：“一地双收”增效益

“这些茶树在高山荒野，远离
化肥农药，甚至都无人工干预，自
然品质独到。”在龙泉市岩樟乡，
叶光明拥有一大片“野生”茶园。

2013 年，看好茶叶产业发展
的叶光明将岩樟乡作为自己从事
茶叶产业的起点，他以敏锐的眼
光“瞄准”了村里的 100 多亩野生
茶树，并成立了岩樟源茶叶专业
合作社。

此后几年，他都在山头，与老
茶树打交道。“种茶叶的人越来越
多，茶叶品种越来越丰富，我们更
应 该 思 考 怎 么 种 出 、产 出 好 茶
叶。”在一次展销会上，听到这句
话的叶光明渐渐意识到提升茶叶
品质的重要性。

生态低碳茶是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通过制定《生态
低碳茶评价技术规范》和《生态低
碳茶认证实施规则》，建立生态低
碳茶认证体系，以生态茶园为基
础，全面系统应用绿色低碳生产
技术，实现茶叶产品优质安全、生
态低碳价值有效转化。

有了目标，叶光明积极寻求
省级科技特派员的支持，引进新
设备，优化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从
炒制、汤色等多方面提升产品品
质。2020 年，岩樟源野生茶成为
龙泉首个通过有机认证的野生茶
叶。2024 年，龙泉市岩樟源茶叶
合作社荣获龙泉市首家生态低碳
茶认证证书。

经过多年尝试、学习和积累，
叶光明的茶园面积已拓展到 200
多亩。“在这里，我们不仅品尝到
了岩樟源茶叶的醇厚与甘甜，还
亲身体验了采茶、制茶的全过程，
真是太有趣了！”依托茶文化，叶
光明还推动了校企合作。在 2024
年岩樟乡“桃源茶事”乡村文化漫
游季上，丽水学院与合作社签订
了新一轮《校企合作协议书》，并
共同开展“共写一本书”活动，约
定联合出版《茶康养与茶文化》。

丽水学院通过党建结对、社
会实践等方式，积极助力岩樟智
慧茶园建设、岩樟源野生茶研究
与品牌推广，并推动岩樟源茶叶
加入“丽水山耕”区域公共品牌。

“丽水山耕”研习协会还为岩樟源
设计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IP，
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合作社与乡里、村里保持联
动 ，共 同 推 动 农 文 旅 产 业 的 发
展。在茶园开展研学活动，邀请
中小学生走进茶叶基地，亲身体
验采茶、炒茶等制茶乐趣。孩子
们背上茶篓，穿上采茶服，仿佛变
成了小茶农，在茶园里尽情享受
着劳动的快乐。

去年，合作社还积极配合岩
樟乡开展共富茶园活动，采用低
收入农户入股当“股东”分红、强
村公司管理运营、第三方认购的
三方合作模式，为 16 户低收入
农户提供了资金入股的机会，并
为 50 余人提供了务工增收的渠
道。

“跟着叶老板种茶叶，大伙的
收入都增加了，还学习到了炒茶、
包装的新技术。”在岩樟源工作的
低收入农户说道。岩樟源成立共
富工坊以来，定期发布茶青收购
计划，设置茶忙时节工作岗位，让
低收入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人均增收约12000元/年。

叶光明表示，合作社将继续
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技术培训、标
准化种植和加工以及品牌推广等
方式，带动更多茶农增收致富。
同时，合作社将积极探索“茶产
业+生态旅游”的新模式，为龙泉
的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乡村振兴“新农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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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 洋
叶忠伟

叶光明在精心挑选高品质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