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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芬芳满眼春
——看通城县茶业生产如何破局

特约记者 王铄晖 通讯员 李学文

挑担茶叶闯天下。曾以独特的茶
叶生产营销模式，创造出“茶叶经济”的
通城县，如今茶叶生产怎么样了？

春茶采摘时节，记者深入该县生产
加工企业，探寻激烈市场竞争态势下，
以生产绿茶为主的茶厂如何创新发展、
做大做强经营的轨迹，深切感受到茶业
发展的春天正款款走来。

凭质量争市场

清明时节，正是春茶采摘、销售最
繁忙的时期。

在锦山基地茶厂设在县城的直营
店里，记者了解到，这里销售的“锦峰”
茶“一枝独秀”、门庭若市。

销售经理梅娜告诉记者，今年的清
明茶市场，高端茶销售相对要少一些，
但是普通茶的需求量比去年增长了
10%左右

创建于1966年的锦山基地茶厂，
在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阵痛后，一度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2003年，茶厂改制后，通过对老茶园进
行改造并开发新产品，锦山基地茶场慢
慢确立了自己的市场地位，并逐渐焕发
出新活力。至目前，该基地茶场已拥有
8个分场，茶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
亩，年生产总值近亿元。仅今年清明节
前，该茶场已就销售茶叶1500余公斤，
市场订单300多万元。

“讲究卖牌子而不卖面子，重视卖
质量不追求卖数量。”锦山基地茶厂厂
长皮绪斌说，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业
绩，关键是坚持了“有机产品拓市场，常
规产品上规模，异型产品创效益，附属
产品搞开发”的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取
长补短，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最终以特
色创立品牌，靠质量赢得市场。

据了解，经过近10年的发展，该基
地茶场创立的“锦锋”品牌，荣获了16
项国家和省、市级荣誉，成为“湖北名
茶”。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全县新兴的
旅游产业，把单一的茶农业发展成集生
态、观光、旅游为一体的茶产业，将‘锦
锋’茶打造成中国名牌。”皮绪斌正在思
考的一道充满信心地说。

有机茶“闯”天下

“喝茶跟吃菜一样，安全最重要。”4
月20日，正在县城金泉路百丈潭茶行
买茶叶的居民胡清华说，他今年已是第
二次到这里买茶了。因为是有机茶，所
以茶的口感、质地跟别的茶不一样，喝
得也放心。

百丈潭茶业有限公司经理汪国富
告诉记者，该公司基地茶场种植茶叶有
个“两不政策”，即：坚持不使用化学肥
料、不使用化学农药。虽然与其它茶场
比，产量低一点、成本高一点，但是做出

来的茶叶，质量绝对有保证。
创建于2001年的百丈潭茶业有限

公司，一直将有机茶种植、制作定为公
司的发展方向。十几年前的通城，有机
茶培植才刚刚起步，市场走向根本不明
朗，而百丈潭茶业始终立足有机茶品牌
开拓自己的市场，这不得不让人佩服
企业创立人汪国富的勇气和眼光。

有机茶种植对土壤、雨水等都有非
常苛刻的要求，种植过程中以有机肥来
代替化肥、以物理方法灭虫害等，需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有机茶的
认证程序非常繁琐、要求非常严格。起
初，公司年生产茶叶不过千余斤，且顾
客大都是熟人、朋友，凭感情“照顾”才
购买一些。但随着食品安全问题不断
被曝光，人们的食品安全意识越来越
强，百丈潭有机茶的优势才开始渐渐显
现。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如今，百丈潭
茶业有限公司所承包的茶园，已由原来
的200多少亩扩大到现在的1200亩，
年生产的绿茶也达到了2万公斤以上。

借品牌兴企业

4月5日，在沙堆镇大柱茶场的生
产车间内，总经理柳落秋和茶艺师傅们
正在制作地方茗优九井峰茶，杀青、揉
捻、炒制、烘干，个个忙的不亦乐乎。

柳落秋告诉记者，目前，该厂生产

的“九井峰茶”基本上供不应求。不仅
本地居民来厂里购买，而且很多来自北
京等外地的老顾客也到厂里来订货。

说起“九井峰”，这里还有一段人茶
续缘的故事。柳落秋原是沙堆国营精
制茶厂厂长，他经过20年潜心研制出
的“九井峰”茶，不仅获得过“陆羽杯”一
等奖、而且连续四届获得“湖北省名优
茶20家”称号，是鄂南十大名茶之一。
2010年，他带着他的心血之作“九井
峰”，投奔大柱茶厂后，投资200多万元
对老茶园进行改园、改树、改土、改植换
种等“四改”工作，并主要生产高档名优
绿茶、绿碎茶、黑茶等，使一个频临倒闭
的企业“起死回生”。

如今在大柱茶场，“九井峰”成了这
儿的当家品牌，柳落秋的“茶艺”再次有
了用武之地。

柳落秋表示，一定会将“九井峰”这
个品牌做优做强，升级为湖北名牌产
品。为此，今年，公司将投入40多万
元，继续用于老茶园改造、厂房升级以
及机械更新，让茶厂不断发展壮大。

话费套餐遭停用
嘉鱼调解一消费投诉

本报讯 通讯员王婷婷、曾钢、孙
杨模报道：话费套餐无故消失？原是机
卡分离闹的事。4月17日，嘉鱼县工商
局鱼岳工商所成功调解了一起手机话
费投诉案。

去年8月10日，家住该县鱼岳镇
的王先生在城区某移动营业厅办理了

“499元买酷派手机送话费”的套餐业
务，话费套餐是每月赠送15元，并连续
赠送24个月，共360元。但今年4月
份，王先生查询话费清单时，发现每月
赠送15元的话费套餐竟然“消失”了，
遂向鱼岳工商所12315投诉。

接到投诉后，该所执法人员迅速与
该营业厅取得联系。经查询，发现王先
生的手机卡并没有使用在自己购买的
酷派手机上，由于合同规定机卡一体才
能享受该套餐，现在机卡分离，所以才
导致话费套餐被取消了。经工商部门
调解，由王先生将手机卡还原后，该营
业厅恢复每月赠送15元的话费套餐。

搬入危房阻拆迁
通城化解一意外死亡纠纷

本报讯 通讯员黄海、孔天应、郑重
报道：4月中旬，随着死者家属和开发商
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通城县一起因县
纸厂危房改建导致的意外死亡赔偿纠
纷，终于圆满化解。

原县纸厂一栋经房管部门鉴定为
D级危房的老宿舍楼，于去年下半年开
始进行拆迁，但部分人因在补偿方面未
和开发商达成协议，又搬入危房轮流居
住，强行阻止拆迁。4月3日上午，62岁
的陈某踏上该宿舍通道楼梯时，因松动
的楼梯突然断裂而掉了下来，造成重
伤，抢救无效死亡。当日上午，死者家
属提出要求开发商赔偿一百万元。

4月7日，隽水镇组成联合调解专
班，对死者家属和开发商进行调解。并
于4月10日达成协议：由开发商赔偿死
者家属各项费用16万元，拆迁事宜按
县有关规定执行。

索赔未果堵医院
崇阳7名“医闹”被判刑

本报讯 通讯员熊雅志、王军报道：
近日，崇阳县一起以治病过程中病情加
重为由向医院索赔未果，阻止医院正常
工作的“医闹”案宣判：7名被告均被法
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

去年4月5日至7日间，被告人周
某等人先后到该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
以本村村民在治病过程中药物过敏造
成病情加重为由，要求医院赔偿经济损
失。并锁住这两家医院门诊大楼，将当
班医生赶出诊室不让接诊，殴打医生，
毁坏财物。造成县中医院4月5日至7
日无法接诊、损毁财物4000余元、门诊
收入减少2万余元，县人民医院4月7
日无法接诊、门诊收入减少3万余元。

该县检察院对该案依法审查后，依
法向法院提起公诉。于是，便有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本报讯 通讯员刘蒙报道：“以
前上街叫卖，现在网上‘摆摊’，坐着
就能把钱赚。”4月21日，刚在网上
完成了一笔包菜订单交易的嘉鱼县
潘家湾镇菜农罗成高兴地说，鼠标
轻轻一点，就挣了2000元，这种网
上售菜的新途径，有效解决了种菜
销售难的问题。

这是该镇引导菜农网上售菜带
来的新气象。目前，该镇在网上卖
菜的菜农就达到80多户，每年网上
售菜的销售量达1700多吨。

罗成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家
共种有20亩蔬菜，销售难一度挫伤

了他的生产积极性。2011年，在商
务部门的指导下，他在新农村商网
进行了注册，尝试网上卖菜。

由于网上信息流通快，菜价有
保障，他很快就打开了销售局面。
现在，他不仅在网上卖自家的菜，还
帮其他菜农在网上发布蔬菜供应信
息，联系客户，成为专业的蔬菜销售
经纪人。

“在蔬菜成熟的季节，每隔一天
就有一笔订单，去年仅包菜和白菜，
我就卖了近200吨。”罗成说，现在他
销售的80%以上的蔬菜都是通过网
上交易。

潘家湾菜农网上售菜
年销售量逾1700吨

本报讯 通讯员吴兴华道：“符
不符合吃低保，群众来表决，这个办
法好。”4月24日，崇阳县白霓镇大
市村年近七旬的村民庞德光，对低
保评定会充分肯定。

这是该镇组织镇、村干部群众
组成评审团，对全村59户申请低保
对象进行逐户审核和票决的一个镜
头。

为提高低保评定工作的透明
度，公开、公平、公正确定低保对
象。今年初，该镇决定对全镇22个
村和1个社区的低保评定，实行“票
决制”，即在申请人提出享受低保申
请后，由镇民政办、驻村干部和本村

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
参”人员，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
组长和村民代表组成评审团，按照
低保申请人的经济收入、家庭成员、
直系亲属、房屋状况、困难原因等逐
项展开评定，并采取无记名投票表
决的办法，当场填票，当场唱票，以
票数的多少决定申请人是否享受农
村低保待遇，把低保“话语权”交给
群众，由群众评审说了算。

目前，该镇已完成12个村786
户、1225人的低保评定工作，通过票
决，撤销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对象95
人，这种“阳光低保”，使落选人员心
服口服，无一人上访。

白霓“票决”确定低保
95名不符条件者被撤销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健平、通讯
员胡平、永安、丽蓉报道：昨日，记者
走进通城县沙堆镇坪坳村，从苗木协
会到苗木基地，随处可见忙碌的妇
女，有的拔草施肥，有的收苗打捆，动
作娴熟。

村妇联主任杜先梅说，这是该村
引导妇女投身苗木产业带来的新气
象。至目前，全村种植杉树、桂花苗
木200余亩，亩纯收入近1万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出务工人
员的出现，坪坳村大部分男青壮年劳
动力都外出打工，留下的都是老弱妇
幼，照顾家庭的担子自然而然落到妇
女的肩上。该村妇女不等不靠，既挑
起了照顾家庭的担子，又扛起了发展

生产的重任。全村有156名妇女种
植杉树、桂花等苗木共计200余亩。
仅今年春，她们在村苗木协会的统一
组织下，第一批速生杉树苗木收入就
达 200万余元，实现人平增收 550
元。

47岁的付桂花是坪坳村一组村
民，她在2000年的一次车祸中摔断
了右腿，从此行动不便，除了要照顾
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还要伺候年迈
的公婆，家庭一度贫困。2005年，她
选择种植苗木增加家里收入。为了
克服行动不便的困难，她用稻草做成
凳子，每天坐在地里拔草、施肥、收苗
木。如今，她家种植的8亩杉树苗，
年收入超过了6万元。

沙堆妇女撑起苗木业
人平增收550元

在嘉鱼县官桥镇里，有个远近闻名
的养鱼大户。他就是花果山渔场老板
胡玉新。

日前，笔者慕名走进这个养殖基
地。只见10多口鱼池相连整齐摆列，4
名工人正在下车转运鱼饲料，胡玉新夫
妇和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正在对哨屋进
行整修，整个渔场呈现出一幅“男女老
少齐上阵，参战渔业促生产”的忙碌景
象。

42岁的胡玉新，谈起自已的创业故
事，感慨万千。过去，由于怕担风险，加
之积蓄不多，只能按小打小闹的经营方
式，一直依靠着35亩精养鱼池过日子，
虽然一年产值10多万元，但除去生产
生活开支，一年忙到头，也只能“混”个

日子。
2011年初，胡玉新作出一个大胆

决定：走规模养殖创高效之路。于是，
拿出多年的14万元积蓄，揭榜承包了
花果山渔场的464亩精养鱼池，一举成
为该镇的养殖大户。

为保障养殖效益，他在聘请4名劳
力常年帮忙养殖的同时，投入150多万
元，租用挖机改造渔池110亩，添置投
饵机19台、胶船8只、增氧机7台，新建
水塔和孵化池等水产配套设施，把基地
办成了现代化的养殖基地。

针对市场上“大路鱼”收入低，而特
种水产价高俏销的实际，在放养鱼苗
时，他打破常规，把过去喂养的“四大
家”成鱼，改成放养黑鱼、回鱼、高背鲫、

莲鱼等特种水产，并投资44万元购买
鱼苗，开始特种水产养殖。承包的渔池
也因此创造出超越常规的喜人产量：当
年产值达到200多万元，一举成为该镇
渔场致富专业大户，被县政府授予“十
佳致富能手”和“科技入户带头人”。

如今，“不知足”的胡玉新，又购买
数千只鸡鸭和数十头肉猪，在渔池边上
实施猪、鱼、鸡、鸭立体配套养殖，走循
环发展之路，创办的“桃花庄农家乐旅
游项目，今年又被县旅游局授予为“星
级农家乐示范基地”。

“我的目标是，让基地成为当地群
众发展特种水产的学习、示范基地，带
领群众共同致富。”胡玉新充满信心地
说。

4月26日，湖北森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桂花苗木培育基地内，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田间管理工作。

该公司位于崇阳县青山镇磨刀村，占地面积6000余亩，总投资
4800万元，经营的项目主要包括水果种植和苗木培育。

据了解，该公司不仅每年可以提供150多个就业岗位，而且还
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和低价种苗，带动周边200余户村民共同致富。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汪佳 摄

资本下乡助农富

实施猪、鱼、鸡、鸭立体配套养殖，走循环发展之路——

胡玉新：生态兴渔
通讯员 吕新林

本报讯 通讯员罗小民、谢红
报道：“廉政餐不仅吃得健康，还刹
住了吃喝风。”4月24日，赤壁市中
伙铺镇党委书记汪成敏告诉笔者，
今年第一季度，不仅镇机关招待费
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6%，而且还
吸引了大批客商来镇投资。这是该
镇推广“廉政灶”带来的效应。

今年来，为防止铺张浪费，该镇
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了就餐、接待等
规章制度，对公务活动、招商引资和
其他特殊情况确需就餐的，需经镇
主要领导批准，并报镇纪监办备
案。“廉政餐桌”接待情况由专人登

记，镇纪委对费用结算、审核、报销
全程监督。保证每餐必“光盘”，减
少浪费。同时，机关干部到村组、企
业进行检查时，无特殊情况必须返
回镇“廉政灶”就餐，镇干部不得参
与村级的公款招待活动。

据了解，“廉政餐”对来客招待
实行了“三定”：定额接待，就是镇所
有公务接待必须放在“廉政灶”就
餐，不得在经营性饭店招待；定额开
支，来客每人每餐标准为 20至 50
元，不许上烟酒；定员陪同，每次接
待公务来客用餐，谁主管谁陪同，陪
同人数不许超过1比3的比例。

中伙铺推行“廉政灶”
招待费用减少46%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
道：嘉鱼县官桥镇正在米埠村建立
15亩草莓试种示范基地。“种籽和钢
架大棚已购回，基地也落实，草莓亩
产可创收3万元。”4月21日，嘉鱼县
官桥镇农技服务中心主任张正梅对
笔者如是说。

从2009年开始，该镇就引进外
地老板程浩，投资 1.5 亿元，承包
1300亩荒山丘坡创办水果基地；栽
植的葡萄、美国波兰李、中华大李

枣、红宝石桃、石榴、犁子等果树今
年可创收近百万元，其中该基地去
年仅葡萄一项就创收50万元。

如今，该镇因势利导，以农业基
地建设为支撑，水果观光休闲带、花
卉苗木产业带、时令蔬菜示范片、特
种水产示范片、油茶示范片、茶叶改
良示范片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两带
四片”建设成效凸显。去年，该镇地
方生产总值GDP完成48.5亿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9200元。

官桥特色农业花正红
全镇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9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