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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非遗传承的根与魂

今日导读

详见今日四版

双城印记 山水和鸣

详见今日六版

本报记者 叶江

清晨的野樱谷云雾缭绕，庆元
县安南乡吾际下村的茶农们背起竹
篓，指尖在百年茶树的枝丫间轻盈
翻飞。一顶、一揪、一放，一缕荒野
茶芽落入篓中。

这看似寻常的劳作，采摘的却
是身价不菲的“金叶子”。“采茶工
资一年比一年高咯！”茶农胡碧莲
接过报酬，笑得合不拢嘴。她的喜
悦感染着周围 40 多位村民——举
水乡月山村的云屏农产品专业合
作社今年春茶季发放了 20 万元采
茶工资，有人一次领到 1.5 万元，相
当于普通茶园采茶工半年的工钱。

2025 年的春天，庆元荒野茶接
连创下纪录：香港拍卖会上，“瘦金
芽”以一斤 14.8万元落槌；电商直播
间里，“野樱白”一小时售罄，销售额
超 10万元。

这些深藏高山的野茶，何以蜕
变为“金叶子”？

好茶有好价

去年底，在丽水市白云森林公
园的品鉴会现场，百山茶业公司的
展台前挤满询价客商，标价 2.5 万
元/斤的“百山”荒野白茶尚未加工
就被预订一空。“尝过就明白，这是
钱买不到的野味。”一位上海茶商指
着金黄透亮的茶汤称赞道。

这份感叹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富民动力——在庆元县江根乡的茶
山上，17家经营主体带动 1100多名
茶农实现人均年增收近 2万元。

价值的源泉，深藏于海拔 1500
米的吾际下村陡坡之上。虬曲的枝
干挂着苍翠青苔，树冠高达三四米
的古茶树散落山间。老茶农姚光平
仰头望着茶树：“采这样的老茶树要
带上梯子，两人配合一天才采七八
斤鲜叶。”效率低仅是其一，荒野茶
树一年仅采一季春茶，亩产甚至不
足普通茶园的两成。于是，稀缺性
成了市场共识的第一块基石。

更珍贵的价值则刻在权威检测
报告中。SGS（瑞士通用公证行）的
289项农残与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
6款庆元荒野茶全部“零检出”。这
份纯净的底气，源于它们生长的“天
然保险箱”——翻开地图，庆元地处

北纬27度黄金茶带，534座千米高峰
构成天然屏障，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5.92%，冠绝浙江。丽水市生态环
境局庆元分局局长李一娇自豪地补
充：“庆元环境空气质量位居全国前
列，地表水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天赋异禀的环境，自然孕育出
茶叶的内在丰韵。科学检测揭示，
荒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园茶高
出 23%，而独特的茶多酚含量更造
就其不可复制的野韵。“刚入口是清
雅的花香，细品则有老树特有的深
沉木质香。”一位国家级评茶师在品
鉴笔记中这样描述。

正是这份源于天地、淬炼于云雾
的“野性”珍味，让 2025年上半年丽
水荒野茶以46.1吨的产量，创下1.05
亿元惊人产值，均价高达 1138 元/
斤，是全市茶叶均价的 10 倍以上。
如今在野樱谷，游客扫码即可溯源古
茶树历史，沿着生态步道探访百年茶
树，茶旅融合更让 8320万元年产值
中的三成直接来自文旅消费。

“全国标准”保证“含绿量”

然而，当客商们惊叹于荒野茶
的高价与纯净时，产业内部却曾经
历过无序的阵痛。“去年有人把台地
茶冒充荒野茶，价格乱得离谱。”茶

商陈明回忆道。彼时的丽水市农业
农村局经济作物总站站长叶建军亦
深陷焦虑：“长久以来，‘荒野茶’没
有统一标准，好产品也可能被劣币
驱逐。”

转机在电子溯源秤清脆的“嘀
嗒”声中悄然降临。在吾际下村“野
樱谷”基地，来自上海、厦门的客商
只需轻扫茶树上的二维码，这棵古
茶的海拔、确切树龄、历年管护记录
即刻跃然屏上。

“签！”查看全流程溯源系统后，
他们当场与茶农姚光平签下 2026年
度 600多斤的预售订单，最高档茶定
价达 1.25 万元/斤。支撑这份信任
的，是2025年4月出台的全国首个荒
野茶地方标准——《荒野茶管护技术
规范》。

“这套标准像一把精准的尺子，
量出了荒野茶的真正价值。”参与制
定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
家指着条款解释，树龄超 50 年、生
长于海拔 500 米以上，是荒野茶不
可逾越的硬门槛；茶园需远离交通
干线 1000米、生产生活区 300米，确
保纯净的生长环境；每一棵荒野茶
树都要绑定省级追溯平台，建立起
唯一的“数字身份证”。

（下转第二版）

平均每斤1138元的茶叶见证“生态有价”新路——

荒野茶，“含绿量”变为“含金量”

本报记者 蓝倞
通讯员 童燕红 张逸晨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的季节，青
田的农田里，嫩绿秧苗间，一尾尾田
鱼游荡其中。“稻护鱼、鱼促稻”的生
态循环智慧在这里延续了千年，如
今，正继续焕发生机，书写致富百姓
的“新篇章”。

青 田 档 案 馆 里 ，收 藏 着 一 块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传统稻
鱼 共 生 农 业 系 统 ”的 珍 贵 牌 匾 。
2005 年 6 月 10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
官员莫纳来到青田授牌。随着青

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
织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试点，饱含中华传统农业文
明中“天人合一”理念的千年农遗，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赞
誉。

“出了名”的千年农遗，有了更
多的“传承者”。青田方山乡龙现村
村民吴勇强就是放弃了外地打工的
生活，回来“种田”的村民。6年来，
他承包了 70多亩水稻田，全部采用
传统耕作方式。

“要拉一条线，将秧苗的间距控
制在 35厘米左右，比一般的稻田略
宽，这样才能方便田鱼活动。”在稻
田里，吴勇强熟练地操作着，他说：

“用稻鱼共生的种植模式培育出来
的水稻和田鱼，更绿色，质量、口感
都更好。”

如今，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面积
已超 7 万亩，总产值达 3.4 亿元，探

索出“一亩田、百斤鱼、千斤稻、万元
钱”的致富新路径。

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青田还
探 索 创 建 稻 鱼 共 生 规 范 养 殖 体
系。仁庄镇冯垟村就有 120亩的生
态农场，成为探索稻鱼共生规范化
种植加工的试点。相比以往，这里
有明确的种植养殖技术规范，并通
过引入新技术，创新了“免耕、免除
草、免施肥、免洒农药”的有机循环
模式。

“产品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加
工、检验以后，就有了合格证，这样
才能名正言顺地上网销售，打进商
超市场。”青田愚公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徐冠洪表示，这种新模式，
已经吸引农场周边 1000 多户农民
参与。

以试点农场为抓手，青田加快
构建统一规划基地、种植品种、种植
标准、收购加工、品牌营销的“五统

一”模式，让稻鱼米每斤价格跃升至
10元以上。

不仅如此，青田还将构建农遗
传承、产业发展、文化创新、乡村休
闲、生态体验等多元一体的农遗新
格局，加快把稻鱼共生打造成十亿
元级农业产业链。

前不久，一场农遗 20周年暨优
质农产品出口推介活动在青田举
行，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农户代表
以及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农业文化
遗产价值的挖掘愈加火热，一田两
用、稻香鱼肥的图景也在后人的创
新传承中延续着新的生命力。

【档案资料】
“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牌匾

是青田县档案馆收藏的珍贵档案，
2005 年 6 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
给青田县政府，见证着这套古老农
法从深山走向世界，赋能乡村振兴
的创新实践。

联合国颁发牌匾记录千年农遗传承史

“稻香鱼肥”从深山走向世界

本报讯（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雷沈英）“高兴真高兴，今天看到大
伙来，我们有宣讲、有集市、有村歌、
有村晚……”7 月 2 日晚，在一曲清
脆悦耳、婉转悠扬的畲歌中，首次覆
盖九县（市、区）的 2025丽水市农村
文化礼堂系列活动在景宁大均乡热
闹上演，活动创新采用“宣讲赋能+
文化提质+集市引流”模式，通过村
歌选拔、文创展销等激活乡村文化
阵地效能，构建“村字头”品牌矩阵，
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和老区共
富先行。

莲都“仙桃”的网红之路、松阳
小叶子变“金”叶子、景宁山哈寻“五
宝”……活动伊始，充满乡土气息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青年
说”主题宣讲节目逐一登场，一个个
生动案例全方位展现了丽水在贯彻
落实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工作推进会
精神，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
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积极投身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
场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今年 75岁的王六祥来自松阳，
是现场年龄最大的宣讲员，他与

“00 后”姑娘胡艺的宣讲组合讲述
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共富
故事。“小叶子，变戏法，摇身成了
金疙瘩……”4分钟的宣讲，两人快
板打得飞起，清脆竹板声中，茶叶
富民的故事如欢快溪流，流淌进每
个人心里。

随后，《库川故事》《客家石仓》
《我在庆元与你这些年》等体现农民
智慧和游子乡愁的村歌在畲乡唱

响，充满地域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旋
律，传递出丽水乡村建设的蓬勃朝
气与幸福心声。

农村文化礼堂是乡村文化建设
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丽水把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作为重要民生项目谋
深做实，遍布全市各地的农村文化
礼堂点亮了丽水乡村文化的星火。
丽水还探索出“文化特派员联盟”

“乡村文化大篷车”等方式，带领乡

亲们一起“种文化”，村民们自编自
导的“村晚”，正从田间地头迈向更
广阔的舞台。

当晚，景宁与新疆新和两地各
族群众还通过连线在云端共演“村
晚”，以“文化搭桥”的形式让两地群
众共享文化大餐，丰富乡村文艺氛
围，为民族团结之花注入新活力。
一首首民族团结的欢歌，一曲曲民
族共富的热舞，不仅见证了两地民

族文化的精彩绽放，更承载着两地
深化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期盼。

“文化礼堂，正以其独特的魅
力，滋养着乡村的根与魂。”丽水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
动以文化礼堂为媒，不仅开启了跨
越山海的“文化走亲”之旅，更促进
两地加快形成共同探索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九县（市、区）联动唱响富民新曲
2025丽水市农村文化礼堂系列活动在景宁启幕

活动现场。 记者 贾恒 摄

本报讯（记者 江敏 通讯员
梁子）6 月 30 日，浙江省文化广电
和旅游厅公布了全省第三批文化
基因激活工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
单。我市 3个项目成功入选“浙里
畅游”项目，分别是：时思寺“游
戏+古建”文化 IP 项目、瓯江蛟龙
文化展示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庆元香菇文化活化项目。

自 2024年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启动“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以来，丽水聚焦浙籍名人、浙
学书院、浙风古韵、浙传典籍、浙
出好戏、浙地臻品、浙派好礼、浙
里畅游等八大领域，结合本地实
际，深入挖掘各类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基因。截至目前，丽水共
有 12 个项目入选浙江省文化基
因激活工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
单。

景宁大漈聚焦“宋风古韵”发
展定位，以《黑神话：悟空》带来的
流量为契机，挖掘时思寺宋韵历史
文化资源，以 IP 赋能本土文脉。
接下来，大漈乡将持续建设时思寺
IP文创生态链，开发精品文创，推
出云中大漈黑神话潮流嘉年华系
列活动，打造大漈鲜明特色文旅品

牌。
“瓯江蛟龙”已有 300 多年的

历史，融合了瓯江船帮文化与板龙
文化。自 2013 年起，云和县持续
举办瓯江蛟龙节，将蛟龙文化与民
俗表演、特色美食、互动体验等深
度 融 合 ，形 成 地 域 文 化 品 牌 。
2025—2026 年，云和将打造“瓯江
蛟龙”文化展示馆，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立体呈现文化脉络。

庆元先后荣获“中国香菇城”
“中国最美生态旅游示范县”等称
号，为游线打造提供了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人文基础。接下来，庆
元将深入挖掘“庆元香菇”文化内
涵，推动“香菇+廊桥”“香菇+村
晚”跨界融合，打造“跟着香菇去
旅行”精品游线，持续擦亮“庆元
香菇”品牌。

“此次 3个项目入选展现了我
市在文化遗产保护、地域文化挖掘
及文旅融合发展方面的阶段性成
果，为深化文化基因激活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丽水将持续深挖地域文
化根脉，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全力
打造具有浙江气派、丽水特色的文
化标识体系。

省第三批文化基因激活工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单公布

我市3个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 蓝倞）相约“东
方枫丹白露”，以艺术为舟，山水为
伴，在古堰画乡共度一个“玩”出新
意、“看”见艺术、“赛”出精彩的难
忘暑期——昨日，“潮玩瓯江·狂欢
艺夏”2025 古堰画乡暑期狂欢季
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发布会
获悉，此次暑期活动以三大篇章为
核心，打造集艺术雅韵、运动活力、
新兴业态、互动体验与音乐盛宴于
一体的文化之旅，诚邀各地游客共
赴盛会。

“玩”出新意板块亮点纷呈。8
月开业的山海猩球体感动物园系
国内首个体感动物园，涵盖 10 大
主题区，百余种动物互动，预计吸
引超 26万名游客。暑期推出的音
乐主题活动，将联动知名音乐品牌
开展采风、评选与路演。数智游戏
体验馆将植入古堰元素，举办热门
游戏 IP 线下 PK 活动。水上运动
嘉年华提供摩托艇、漂流等项目，
尽享夏日清凉。堰头沙地乐园空
气炮“挑战赛”及 15项亲子艺术体
验同步开展，“堰阅读”全民阅读
IP 首创“全龄阅读+文化传承+沉
浸体验”三位一体模式，融合全龄
阅读与文化传承。

“看”见艺术板块呈现跨越时

空、融合古今的文化盛宴。6月 27
日至 8月 31日，“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主题展·丽水特展展出 200 余
幅高清复刻名画，结合 VR/AR 技
术带来沉浸体验。7 月至 11 月，

《桃花庵》三剑客丽水首展亮相，本
土艺术家徐成杰、黄小华、陶华峰
作品展现当代艺术活力。博兰当
代艺术馆推出的“凝时塑界”雕塑
群展，呈现一场关于时空美学的视
觉思考。暑期编排的儿童剧《堰游
记》，9月展演，将以童真视角讲述
通济堰传奇。

“赛”出精彩板块搭建全民竞
技舞台。将开展非遗故事讲述大
赛、美术书法大赛、舞蹈大赛三大
赛事，为各年龄段市民游客搭建
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激活文化传
承与创新活力。7 月中下旬开赛
的莲都区首届全民脱口秀大赛，
设有万元大奖，决赛将邀请神秘
嘉宾惊喜亮相。

目前，莲都正全力推进古堰
画乡文化艺术街区和行画产业园
项目建设，吸引青年创客入驻。
此次活动从 7 月持续至 11 月，旨
在通过多元业态与文化体验，提
升莲都文旅魅力，为游客带来难
忘的夏日狂欢。

玩出新意 看见艺术 赛出精彩
“潮玩瓯江·狂欢艺夏”2025古堰画乡暑期狂欢季开启

昨日，在位于松阳的丽水赛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里，菇农们正有序
将废弃菌棒过磅卸货。据了解，当前正值香菇采收季尾声，大量废弃菌
棒通过生物质发电实现资源化利用，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的发展新路。

记者 贾恒 通讯员 叶梦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