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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占比农业总茶产业占比农业总
收入达收入达8282%%

茶叶“品”出的全国示范村
图/文 记者 甘青 通讯员 孙鹏 陈仁

““有形的手有形的手””握握

““无形的手无形的手””

种茶农户亩纯种茶农户亩纯
收入收入60006000余元余元

种茶制茶在黄荆塘村已成为一种时
髦，但在数年前，村民们却是守着金山讨
饭吃。

村支书陈学友回忆道：在2012年前，
村里 1800 口人主要在 6380 亩耕地、
10200亩山林里刨食，导致青壮年大量外
出打工。

出路在哪？怎样致富？是黄荆塘村
留守村民讨论得最多，最激烈的问题。“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要在山水上做文
章。”陈学友与村民们一合计，定下方向。

村里请来专家考察论证，发现黄荆塘
村山坡土质肥沃，富含有机质，加之气候
温暖湿润，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村委会
最终描出发展蓝图：打造茶叶专业村。

打造茶叶专业村得到咸安区政府高
度重视，并结合“全市百亿茶产业”计划，
将其作为茶叶村进行打造。咸安区农业
局、汀泗桥镇、村委会成立工作专班，制定
了工作计划，配套了奖励政策。

“小农意识”却成为了执行计划的最
大障碍。“农民习惯看到摆在眼前的利
益。你跟他讲破了天说种茶好，也不为所
动。”

打瞌睡找不到枕头时，2012 年 12
月，在外创业的村民万正洪，却看好“百亿
茶产业”，决定回乡投资成立万山红剑春
茶叶生态园，并计划建成万亩茶叶基地。

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
紧紧的握在一起，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不

到一年，生态园一期2000余亩茶园就建
成。

随后，区政府还组织农户到浙江、江
西、福建、河南等地考察。村民们看到当
地种植茶叶的农户是红墙白瓦，没有种植
茶叶的农户陋巷破瓦时，保守的思路被打
开。村民廖德贵回村后，立马种上了120
亩茶叶。他说，老百姓现在种茶叶主要是
担心销路，卖不出好价钱，现在有政府牵
头，还有剑春茶业及镇里其他茶企作保
障，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数据显示，短短4年，茶产业已成为
黄荆塘村的主导产业，发展种茶面积
6000余亩，农户种一亩茶叶年产值在1
万元左右，亩纯收入在6000元以上。

420420户的村庄户的村庄

359359户在种茶户在种茶

全村种茶农户的全村种茶农户的
参与率达参与率达8585%%

29岁的张玲是温泉某企业职员，月薪
四千余元。目前，她是个没有孩子的结婚
一族。说起她的理财经历，她笑称自己从

“月光族”变成了“小富婆”。
婚前，张玲属于月光族。2009年，张

玲大学毕业后，回温泉上班。当时，月薪
三千元左右。从小被父母宠大，花钱没有
节制的她，拿到工资后，一分不剩地全部
花光了。“给父母各买了一件衣服后，其余
的全部用于吃喝玩乐了。”

慢慢地，张玲发现，自己的购物欲望
不断膨胀，每个月的工资完全不够用，有

时候还需要父母的资助。父母多次提醒
张玲，不要大手大脚，要节约。张玲对此
充耳不闻。

可是，自从2013年结婚后，她就秒变
“守财奴”了。“当时的年收入在4万元左
右，但我基本是零储蓄嫁到夫家。婆婆总
是冷眼对我，言语间常流露出对我大手大
脚的不满。这让我倍感不爽，决定用实际
行动告诉婆婆。我能花我也能省，我是一
个‘能伸能屈’的人。”张玲说。

此后，张玲一下班就回家做家务、看
书、看电影，再不去街上闲逛，也不进购物

网站。她要戒掉爱购物的习惯。
“我和老公的收入都不算特别高，家

庭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结婚时，积蓄近
十万元，但是经过两年多积累，积蓄基本
达到了16万。”张玲说，她现在还是常常跑
银行，了解银行投资产品的信息，最常买
的是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也配置一些
基金定投产品。

张玲夫妻俩的家庭账户属于分“管”
又不分开，平常开销都是自顾自的，但是到
投资的时候会并到一起，交给张玲去打
理。双方父母，尤其是婆婆看他们理财有

方，反而常常想给他们一些资金上的补给，
他们推脱不过也会另外找账户存起来。

“作为年轻人，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
优势，像我常常会利用一些不错的银行金
融工具进行资产管理，比如信用卡的关联
账户，定存宝、活期宝产品、通知存款等，
都能多一些收益。”张玲说。

“小富婆”成长记
记者 马丽

全国专业种茶的行政村有不少，黄荆
塘村能成为全国示范村，还有一个关键词
——品牌。

50岁的熊荣华说：品牌就像我们穿
衣服一样，既要有好里子还要有好面子，
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剑春茶、生甡川品
牌就是我们村的衣服，我们要像呵护眼睛
一样呵护它们。

这番话，令人不禁感慨：一位在田地
中多年刨食的老农，怎会有这般品牌意
识？答案是利益。

同样是采摘鲜叶，采摘杂牌，甚至是
没品牌的茶叶，一斤鲜叶的收购价是15
元。但采摘剑春茶的鲜叶，却能达到20
至30元一斤。这是因为，采摘鲜叶的价

格与茶叶市场价挂钩，剑春茶因为在品质
好，品牌响，在市场俏销，这也导致了鲜叶
价格上涨。

在品牌力量的驱动下。黄荆塘村从
里到外精心呵护着茶叶。

茶叶选种上，精选了“中茶108号”
“金观音”“黄金芽”“安吉白茶”“平阳早”
“千岛1号”等优质品种，实行名优茶、黑
毛茶高中低有机搭配。

茶叶种植上，严格实施有机种植标
准。以黄金芽种植为例，每天要监测气
温，当气温超过36摄氏度就要搭棚遮阴；
每天要浇灌一水，保证茶树根部湿透；每
天要人巡手工捉虫，严禁使用农药；每三
个月要施一次有机肥，严禁使用化肥。

茶叶制造上，严控质量。制作茶叶质
量的好坏关键在控温上，杀青温度控制在
420摄氏度；捻揉温度控制在280摄氏
度；压制温度控制在125摄氏度；风干控
制在120摄氏度。

努力与用心在市场有了回报：剑春茶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茶108卖到了800元
一斤，黄金芽卖出了3000元一斤。柏庄茶
业生产的“生甡川”砖茶，除销往上海、广
州、北京、洛阳、香港等地外，还出口销售。

目前，黄荆塘村所主导的茶产业，已
经获得省名牌产品、省著名商标、无公害
农产品、有机农产品。产业种植加工销售
收入达1600万元，占农业经济总收入比
重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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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地税

提升信息化办税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成恬报道：“现在缴税要带

什么资料，只要扫一扫微信，就全知道了，真方便……”1
日，通山市民方女士在县地税办税大厅感慨地说。

方女士扫的是湖北地税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之
后，所需的缴税清单、政策依据、程序指南等尽收眼底，
一目了然，带来了很多便利。而在以前，方女士和其他
纳税人一样，缴一次税，要排长长的队伍，费时又费力。

今年来，通山地税进行科技优化升级，提升信息化
办税服务水平，利用互联网和手机二维码功能，设计出
了“网上预约、错峰申报、手机办税”等多种办税方式，
供纳税人自我选择；同时，在办税服务厅开辟“简单业
务快速办理通道”，全面提供“免填单”、一次性告知等
服务，依托最新上线的金税三期系统，为纳税人提供高
效便捷的服务。

截至目前，该部门开辟了qq群、微信群等多种网上
告知渠道，先后组织了12场网上办税及个税代扣代缴
系统操作培训，辅导群众2000余人次.受到纳税人一致
好评。

通山农商行主动上门服务
代收1127万元学费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报道：秋风又送爽，学子入
读忙。在一年一度开学季，通山农商行抢抓机遇，主动
对接，代收学费工作在全辖四处开花。仅9月1日一
天，共代收学费1127多万元。

据了解，为了扎实稳妥地做好学费代收工作，全行
上下高度重视，抓早动快，周密部署，主动深入辖内学
校走访对接，做到全方位、全覆盖，不留盲区、不留死
角，该行共与辖内25所学校达成代收学费协议，学校
对接面达到100%，代收率达到80%以上。

代费代收，不仅为学校提供了便利,让老师在繁杂
的报名事务中脱身而出，专心致致地投入到新学期的
开课准备中。同时，也给该行带来了教师工资代发、开
卡、手机银行、短信开通等电子银行业务。至目前，该
行联动代发教师工资360户，开通短信300余户，手机
银行开通300余户，网银开通300余户。通过上门代
收学费服务工作，减轻了学校财务人员的工作压力，保
证了学校资金的安全，同时该行凭借高效率、零差错、
高质量服务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便捷，赢得了学校师生
的肯定和赞许。

前不久，咸安黄荆塘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数年前，黄荆塘村穷得叮当响，垃圾靠风吹，污水靠

蒸发。数年后，黄荆塘村的面貌发生了剧变，村容整洁，村民富足。1日，记者走进黄荆塘村，探秘——

咸宁农商行开展“健步走”活动
8月25日，咸宁农商行在十六潭公园开展员工秋

季“健步走”活动，30余名乡镇网点员工参与活动。
在愉快的氛围里，所有参加活动的员工都完成了

2808米健身步道的快走。裁判评选出优秀选手，工会
为获奖选手颁发了奖状。

“热爱运动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后我也会积
极参加这样的活动。”获奖员工感言道。此次“健步走”
活动不仅丰富了员工文化生活，缓解了员工工作压力，
更挖掘了员工潜力，激发了员工的干事创业激情，彰显
了农商行的人文关怀。通讯员 聂宏武 钟敏 摄

黄荆塘村的一品，其实就两个字：茶叶。
村委会的一份资料显示：黄荆塘村以

剑春茶业公司、黄荆塘村茶叶专业合作社
和柏庄茶业公司为依托，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建设茶叶村，全村已
发展茶园面积6000余亩。

走进村湾，几乎户户都在谈茶。“你家
茶叶种得好啊，是不是下了什么新肥啊？”

“你家茶叶上的什么品种啊，制茶效果怎
样？”“你家茶叶味道不错啊，是怎样弄
的。”

茶叶成为黄荆塘村民口中出现最频
繁的词汇。而种茶歌谣“一晨采一壶酒，
一天采一身绸，一月采一头牛，一年采一

栋房。”在村头巷尾唱响，映证了村民对茶
叶的喜爱之情。

漫步茶山，只见茶山连绵蜿蜒，半人
高的茶树，将大山渲染成绿色的海洋。清
凉的空气，清净的风景，清香的茶叶。让
人仿佛全身心都空灵轻盈起来。

黄荆塘的茶园，除了远观，还可近
玩。你可以头戴草帽，背上茶篓，置身茶
海，过一把采茶瘾，尔后将这组照片放上
微博，定会让人羡慕不已；你还能在茶园
员工的指导下，把片片嫩芽从茶树摘下，
再在技师的帮助下，亲手把茶芽翻炒制成
茶叶。当你品尝自制的香茶时，一份满足
感油然而生。

走进茶企，工人们正对制茶机械进行
保养。当天，虽然没有制茶，但整个车间
内散发出一个浓浓的茶香。

制茶师傅万正佳在30米长的生产线
上清理茶渣，他说：我们的春茶在市场俏
销，机械一直满负荷生产，如今马上又要
上秋茶，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万正佳不仅在茶企制茶，还承包了
10多亩茶山。而在4年前，他守着2亩耕
地，拿着不到2000元的收入嚷穷。自从
村里号召种茶，他随大流种起了茶，年收
入突破2余万元。

像万正佳这样的种茶户，全村还有
358户。全村种茶农户的参与率达85%。

是指在一定区
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国
内外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
势、传统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大力
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
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
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
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从
而大幅度提升农村经济整体实力和
综合竞争力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一村一品

是一个有 16 个
村民小组，420 户农户，1813 人的小
村。该村占据了天时和地利的优势，
京广线与武广客运专线穿境而过，犹
如两道彩虹。另外，咸嘉公路贯穿全
村，进城仅需10分钟。红、黄壤的土
质，使全村10200 亩山林焕发出勃勃
生机，桂花、茶叶又给黄荆塘村带来
新的希望。去年，黄荆塘村还被评为
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

黄荆塘村

1日，村支书陈学友带领村民在茶叶基地采茶。

1日，制茶师傅万正佳在茶车间清理茶渣。

湖北银行咸宁分行

大力开展打假防骗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乐曼报道：2日，记

者从湖北银行咸宁分行获悉，该行全员出动，开展了以
“金融知识在您身边”防范电信诈骗为主题的一系列宣
传服务活动。活动中，温泉支行成功堵截一起利用虚
假身体证开卡事件。

“当天大厅客户不多，一位持广州口音的中年男子
来到柜台开卡办业务。经联网核查系统显示，该客户
提供的二代居民身份证证件真实有效，为异地证件。
可他在核对客户身份照片时发现，客户相貌与身份证
照片有出入，在办理业务时，该客户长时间低着头。”湖
北银行温泉支行柜台一员服务人员说。

经仔细辨认，其他柜员们也一致认为客户长相与
照片存在较大差异。当再次提出客户为非身份证件本
人时，该男子不再否认，迅速离开了网点。

8月中旬以来，湖北银行咸宁分行结合监管部门
要求，扎实开展以“金融知识在您身边”的宣传服务活
动，采取在营业网点设置宣传区域，配备宣传员，摆放
分放防骗宣传折页、手册；利用营业网点电视屏播放电
信网络诈骗短片，向公众宣传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等知识；该行辖内8家运行均成立宣传服务专班，深入
街道、社区开展户外宣传，讲解电子银行、投资理财、存
贷款业务知识、银行卡防盗刷和用卡安全知识，告知市
民不要随便听信陌生人转接警方或其他咨询电话，不
要点击可疑网址提供的确认链接，增强居民防骗意识。

新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