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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思园茶业

●记者 陈婧

一蓑烟雨后，春茶初始生。随着四
月的来到，茶乡咸宁也被馥郁的茶香所
笼罩，不仅空气中混杂着茶叶的芬芳，
茶园里满目茶树青翠欲滴，恰是赏景

“打卡”的好时节。
走进赤壁市万亩茶园景区，只见飘

渺的晨雾中，辛勤的茶农们已在茶园一
角忙碌开来。阳光缓缓从雾霭中透出，
青山环绕、云卷雾舒，蓝天、白云、茶山、
茶农勾勒出一幅“早春采茶忙”的美丽
画卷。

除了辛勤的茶农，一群瑜伽爱好者
也早早来到茶园，在晨光中缓缓伸展身
体，体会此时的悠然与静谧。

“瑜伽是一种修身养性、比较健康
的锻炼方式，喝茶是一种养身健康的生
活方式，因此我们把两者加以融合。”赤
壁梵音瑜伽馆总经理饶义告诉记者，自
2018年赤壁梵音瑜伽静修中心对外开
放以来，这个被茶园、竹林环绕的“世外
桃源”，吸引了大批瑜伽爱好者的加入。

瑜伽后的一杯热茶，让茶园里的恬
静指数拉满。而在连片的茶园里，有另
外一番热闹的景象：来自赤壁市蒲圻二
小的学生们，或抱上竹篓采一筐茶，或
骑上“小电驴”，或拽上彩色的风筝，在
长长的骑行道蜿蜒穿行……欢乐的笑
声一阵接一阵地回荡着。

“学校组织春游，带我们来这边采
茶，采完茶还可以去那边的‘恐龙世界’
里玩。我感觉既亲近了大自然，也体验
了劳动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不少
关于家乡的茶文化知识点。”赤壁市蒲
圻二小学生李诗源深有感触地说。

“针对青少年，我们设计了研学体验
互动活动，一年四季都可以提供采茶服
务，还可以带领孩子们前往砖茶厂参观
赤壁青砖茶的压制过程。针对青少年好
动的天性，除了与茶相关的体验互动，茶
园内还建设有‘恐龙乐园’‘萌宠乐园’等
主题乐园项目。”赤壁市万亩茶园景区负
责人赵子儒介绍，将茶园生态优势与市
场需求相接轨，景区每年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往打卡，尤其是各类亲子游乐项目，

在节假日期间人气十分火爆。
茶旅融合，带热的不仅是万亩茶园

景区。走进羊楼洞古镇，只见这条
1250米的石板街，已吸引了一百多家
小店入驻。

“近年来，政府通过举办茶业大会、
邀请明星代言等方式推广羊楼洞、推广
赤壁青砖茶，这条历史上曾极尽繁华的
古街，慢慢地终于有了人气，不少网红
主播来古街拍视频‘打卡’。”羊楼洞茶
叶等特产销售商户雷宁介绍，平常店里
一天下来会有一百多人，高峰期的时候

还有上千人。他相信，随着推广力度的
持续加大，羊楼洞古街一定能超越昔日
的繁华。

茶产业是赤壁的一张历史名片。
近年来，赤壁市将茶文化、休闲、观光等
巧妙融合在一起，推动茶旅融合发展。
如今，在万亩茶园、羊楼洞古街等景点
的人气集聚效应下，不仅串起了赤壁的
青砖茶产业，也串起了赤壁新修和改造
的10个茶旅景点和4条茶旅线路。挖
掘千年茶史，复兴万里茶道，赤壁“茶旅
融合”渐入佳境。

集茶文化、休闲、观光等为一体

赤壁：“茶旅融合”渐入佳境

●通讯员 唐成 阮翀 王贤波

素手掐新芽，茶香暗盈袖。几场春
雨过后，通山大地已然披上绿装。通山
县的各个茶园陆续进入采摘期，茶农在
茶树间忙得热火朝天，欢声笑语久久回
荡在绿水青山间。

在通山县燕厦乡白茶产业基地，
3000亩茶树冒出了万千芽头，碧绿葱
翠。村民们穿行其间，手捻着茶叶，小心
并快速地采摘着一年中最贵的明前茶。

燕厦乡湖畔村村民黄小花说：“采
春茶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收入最少都是
100 多块钱，采得快点，有 200 多块
钱。”漫山遍野的茶树在经历了漫长的
冬季后，将积累的养分转变成嫩绿的新
芽。采茶姑娘的手指在茶树间不停翻
飞，新芽眨眼间便落满篮中。“这些春天
的头蓬茶不仅鲜爽度、香味不错，还富
含营养物质。”燕厦乡白茶产业基地负
责人彭代强摸着刚采摘下来的茶叶说，
今年开春温度较高，让开茶的时间比往
年早了些，基地茶叶的品质保障，也让
客户的订单早早地“排”起了长龙。

茶产业被称为富民产业、朝阳产业，
茶叶一头连着千万茶农，一头连着亿万
消费者，优质的茶叶不只是满足了消费
者的需求更是提高了村民收入、推动了

乡村振兴。通山县燕厦乡乡长肖燕说：
“种植茶叶比种植其他农作物经济效益
都要高，每年采春茶都是用工的高峰期，
光是采茶叶这一项，当地村民每户都要
增加将近一万元。”通山县茶树品种众
多，在九宫山镇同太合红茶基地，200余
名采茶女工们穿梭于翠绿的茶园中，抢
抓农时，采摘清明节前鲜嫩春茶。为有
效快速收茶，基地主动对接当地村民，让
村民们赚取一定的采摘费。一位采茶工
告诉记者说：“之前这片是荒坡，种什么
都不行，现在栽种茶叶，满山满岭青幽幽
的，我们也赚钱了。”

同太合红茶基地总经理刘城说：
“今年基地可以产出5000斤干茶，产
值将达300万元，采茶季能为千余名
村民增收 8000-20000 元。下一步，
茶园将产业与旅游相结合，让茶园特

色游成为春日旅游的一大亮点，也让
越来越多的游客体验‘茶香更知春味
长’的田园风光。”在通山县，茶产业已
然成为重要产业之一，目前有生态茶
园种植面积 6.4 万亩，可采摘面积约
4.3万亩，共有茶树品种10余种。伴随
着茶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通山县做强
茶产业的信心也越来越强。

近年来，通山县委、县政府坚定发
展茶产业的决心和信心，依靠自然环境
资源优势，以茶叶文化为载体，以品牌
建设为引领，推动茶产业从传统种茶制
茶向着全产业链模式快速发展，把茶产
业作为农业的支柱产业来规划打造。
下一步，通山县茶产业将立足实际，持
续做优茶品质、做强茶品牌、做大茶企
业，全力推进茶产业提质增效，实现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龚小平）春暖
大地，茶园飘香。4月8日，走进赤壁
市中伙铺镇琅桥村轩羽茶业生态产业
园，放眼望去，成片的茶山春意盎然、
错落有致，一排排茶树在阳光的滋润
下，竞相吐露新芽。不少游客慕名而
来，穿行于茶山间，体验采茶乐趣。

经过了一个冬季的休眠和养分
积累，轩羽茶业春茶内富含有机物质，
加之温度适中，雨量充分，茶叶肥硕，
鲜爽度、饱满度都极高。采摘好的茶
叶及时处理，经过萎凋、揉捻、发酵、烘
烤等共多个工序可制成红茶或绿茶，
把香、甜、甘、美等特点展现出来。

据悉，春茶采摘季，轩羽茶业生态
产业园吸引周边100余名村民前来采
茶、制茶，人均收入3000元以上，实现
了就近灵活就业，增加劳务收入。

“1斤干茶需要5斤鲜叶做原
料。”琅桥村支部书记余新泉介绍，
该村没有工业，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轩羽茶场也有六、七十年历史，所植
为西湖龙井的母种茶树，茶香味浓，
每斤春茶价格在300至 500元不
等，而最贵的明前茶市场零售在每
斤千元左右。尽管有点小贵，但还
是受到客人追捧，供不应求。

赤壁中伙铺镇

茶业带动
周边村民就业

通山：一叶春茶绿 一业乡村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