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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四月，走进竹管垅乡，但见群山翠绿，一垄垄、一弯
弯茶园呈阶梯状从山顶蜿蜒铺展至山脚，茶园里随处可见忙
碌的采茶人。

“现在春茶采摘旺季，我们平均每天可采 150—200多
斤，收入三、四百元以上。”4月 16日，正在江岔村茶园里采茶
的吴发贤、王细莲夫妇告诉笔者，一年下来，茶叶收入相当可
观，成为主要经济来源。

竹管垅乡位于我县东南部，有茶园面积 1.26万亩，人均
占有茶园面积 1.5亩，为全县之最。近年来，乡党委、政府立足
乡情实际，大力实施“以茶兴乡、强乡，以茶富农、惠农”战略，
极大促进了群众增收和全乡科学扶贫精准扶贫。

山高雾重 品质卓越
说起绿茶“凤凰舌”，竹管垅人至今还颇为自豪。1998年，

竹管垅傍洋村茶农制作的绿茶“凤凰舌”，在香港国际茶叶博
览会获得金奖。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使得“凤凰舌”制作工艺失
传而未能让这一品牌做大做强，但竹管垅茶叶的卓越品质由
此可见一斑。

竹管垅乡多为亚热带丘陵山地，海拔 300—700米，气候
温暖，四季分明，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2013年，经福建省
地勘局检测，该乡土壤富含锌元素，此外，傍洋村、江岔村
2000多亩土地富含硒元素。独特的气候条件、土壤特质和地

理环境，使得该乡盛产的原生态茶叶不仅叶厚、味醇、耐泡，
而且因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和硒、
锌等微量元素而畅销海内外，为莽莽群山增添了一股灵气与
活力。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末，竹管垅就开山劈地创办了乡茶
场，茶叶种植在全乡各村得到推广，该乡也由此成为全省、全
市改造荒山建设茶园的一面旗帜。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引进
“福云六号”、“福云七号”新品种进行大面积更新换代，竹管
垅的茶叶生产规模和产量一度跃居全县第一，并建立了全县
唯一的一个茶叶交易市场。2010年，该乡还荣获福建省“产茶
明星乡镇”称号。

培育龙头 牵引带动
位于竹管垅乡的寿宁县茗瑞茶业有限公司，原是一个家

庭小作坊，近年来，在乡党委、政府的扶持、帮助下，目前已发
展成为可年产 2000多担茶干、颇具规模的企业。业主柳明瑞
前两年大学毕业的女儿柳芳芳也因此放弃在外打工，返乡女
承父业，挑起经营企业的重担。她告诉笔者，今年春茶生产以
来，茶叶供不应求。

企业是架起茶农走向市场的重要桥梁。在实施“以茶兴乡、强
乡，以茶富农、惠农”战略中，竹管垅乡党委、政府制定出台了《竹
管垅乡关于促进茶叶发展的实施方案》和《关于促进茶叶企业发

展的实施方案》，加强招商引资，并从资金、技
术等方面全力扶持企业发展壮大，积极引导
鼓励企业创品牌、拓市场、带农户。目前，全乡
已发展茶叶加工厂 16家，培育起金狮茶业、
明瑞茶业、泓韵香茗等 3家龙头企业，并分别
注册了垅鸣香、竹源香、雾屿茗香等茶叶品
牌。

竹管垅村人柳明长长年在河北石家庄开
茶店。今年春茶开采后，他就返回乡里，蹲在
企业定制收购茶叶。他告诉笔者，竹管垅原生
态的茶叶特质加上良好的加工制作，使得茶
叶在外面很好卖，他对家乡的茶业发展充满
信心。

精准帮扶 促农增收
以村为中心，11条机耕路从不同方向开

进茶园，路上停放着茶农上山采茶的摩托车、
农用运输车等。这是日前笔者在竹管垅江岔
村看到的一幕。

江岔村海拔 700多米，山高茶园多，茶业

是村里的主要支柱产业。村支部书记兼村民主任刘文丽告诉笔
者，近两年来，村两委多方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支持，集中财力，
重点开通了上山进园的 11条机耕路，目的就是要提高帮扶精准
度，帮助茶农提高劳作效率，促进增收。

茶农吴宜科给笔者算了一笔帐：过去靠脚走和肩挑背扛，每
天上山来回采茶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四、五个小时。现在路开
到茶园地头，大家骑着摩托车、开着农用运输车上山采茶，不仅减
轻了劳动强度，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劳作效率。过去如果每天采一
百斤茶，现在就可采两百斤，收入翻了一番。

类似江岔村这样，近年来，乡党委、政府因村施策，有的放矢，
通过帮助完善基础设施、引导鼓励新品种改植等举措，多方扶持，
力促茶农增产增收。截至目前，以傍洋、江岔、后洋、竹管垅、坑底
林等 5个村为重点，全乡已新改植白芽奇兰、金牡丹等优质茶叶
新品种 1200多亩。

竹管垅村茶农柳明金告诉笔者，他有茶园 10多亩，既有“福
云六号”等老品种，也有白芽奇兰、金牡丹、铁观音、金观音等新品
种，现在不同季节都有不同品种的茶叶采摘，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也大大提高，收入明显增加。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发力，提升品质，打响品

牌，推动全乡茶业做大做强，促进科学扶贫、精准扶贫取得新突
破。”乡长郭晓妍信心满满。 □刘黎明

本报讯（何家进）黄兰溪水库位于凤阳乡境内、福安白
云山风景区边。1992年 7月动工建设，1994年建成。库区
面积 6400亩，总库容 1700万立方米，水最深处 50多米，
具有高山平湖之誉，又是天然的水循环立体养殖水域。
自该水库建成后，库区群众充分利用当地库区水资源

条件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水产网箱养殖，成为库区农民
增收的一大新产业和该乡生态旅游产业的一大新亮点。

2013年，官田村库区移民缪其相、缪义树、缪义贵等
人成立渔业养殖股份公司，以 20万元的租金，期限 5年，
再次承包了水库的淡水养殖经营权，进行水产网箱养殖。
“我们放养了草鱼、鲢鱼、鲤鱼等品种，草鱼在底下吃草，
花鲢吃浮游植物，白鲢、鲤鱼吃水中的微生物。根据鱼不

同的特性，一些鱼种的排泄物会变成微生物，以此形成生
物循环食物链。”“目前水库主要有武昌鱼、鲢鱼、鲤鱼、鲫
鱼、草鱼、青鱼等，这些都是有机鱼，口味清甜、肉质鲜嫩，
市场供不应求。2014年就捕捞鲜鱼 60000多斤，收入 50
万元。”缪其相说。
由于水库位于著名风景区白云山周边，库区四周景色

宜人，空气常年清新，以其美丽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驴友
长年前往观光垂钓。除了淡水养殖外，今年初，他们还开发
水上渔家乐项目，在景区中心建起“湖上人家”，为接待前
来观光垂钓的游客提供餐饮住宿娱乐服务，春节期间接待
游客 1000多人次。

本报讯（何家进）日前，县人行与县农村信用联社到凤
阳开展支农信贷宣传服务，与该乡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
大户及企业主座谈，了解农民信贷需求。

县农村信用联社负责人表示，农村信用社是农民自己
的银行，将采取“期限放宽，一年改为三年；灵活还贷，分期

还款（季度、半年）；循环放贷，还后续贷；提高额度，5万提
为 5-20万”等措施，以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力度、最灵活的
方法、最简便的方式，全力支持农业小额贷款，满足农民朋
友信贷需求，助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4月 7日，宁德市农科所与县农业局专家到凤阳，为广大葡萄农户释
疑解惑，把脉问诊。针对农民反映“今年部分葡萄花蕾少”的这一情况，专
家们实地走访察看葡萄长势，传授葡萄修剪、灌水、施肥、防治病虫害等管
理技术。 □何家进摄

县金融部门开展支农信贷服务

凤阳库区移民渔业养殖促增收

雾 乡 茶 道
———竹管垅乡大力推进茶业强乡惠农战略

云雾缭绕的竹管垅生态茶园 曾良臻摄

江岔村机耕路开到茶园地头 刘黎明摄

茶企生产忙 刘黎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