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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伴随着各地旅游市场

的复苏，客流分散、亲近自然的乡村旅

游更加受到游客青睐。在旅游资源富

集的六安市裕安区，乡村风情游、红色

研学游、夜间经济游已成当地文旅产

业复苏后的最美风景。

“太喜欢这里的安静了！”住在裕

安区抹茶小镇的游客马女士感慨地

说。相对于城市的喧嚣，很多游客选

择 在 裕 安 寻 求 一 隅 享 受 片 刻 宁 静 。

据统计，今年以来，裕安区共接待游

客 23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2.6

亿元，已全面恢复 2019 年同期水平。

目前，独山红军街、小龙生态园、城南

草 莓 采 摘 园 等 ，已 成 热 门 旅 游 目 的

地 ，日 均 接 待 2 万 余 人 次 ，综 合 收 入

400 万余元。

为 给 游 客 带 来 不 一 样 的 旅 游 体

验，让乡村旅游早日脱离“吃吃农家

饭、住住农家屋”的初级层面，裕安区

计划积极培育一批以农耕文化为魂、

以田园风光为韵的乡村旅游示范点

区、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精

品点，不断助推文旅产业复苏，助力乡

村振兴。今年将综合利用资金 2000

万元计划打造精品民宿 10 个，立足山

水、田园、红色和康养等特色资源元

素，积极打造裕安本土旅游民宿品牌，

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六安、留在裕安。

（李海燕 隋文进）

打造精品民宿把游客留住

每到假期，滁州市琅琊区西湖湾

农庄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烧烤区

游客忙得不亦乐乎，池塘四周许多垂

钓者等着鱼儿上钩，露营区草地上孩

子们开心嬉闹，捉迷藏、玩游戏……

农庄负责人葛文君看着眼前的一切，

开心地笑了。

近年来，琅琊区从不同村情出发，

因地制宜、“一村一策”，为村庄量身打

造发展方向和模式，并与当地已有的

农业、手工业、艺术拓展等现有产业结

合，把生产过程和生活方式变为产品，

让村民变身文旅服务的主力军，将农

业大棚、直升机库、山丘田园变为文旅

产品的重要载体，释放出了“一业兴、

百业旺”的乘数效应，让农文旅得以高

质量融合发展。

据介绍，该区依托小龙洼基地，打

造集摄影、创意美术、自然艺术于一体

的山丘田园，通过开发艺术手作体验项

目、发展特色艺术，举办文化沙龙、艺术

采风、儿童艺术节、大地艺术节等，不断

凝聚文艺力量，丰富乡村文化业态。依

托东凌航空文旅小镇，开发系列主题空

游产品，建设航空爱国教育基地、民航

科普营地和飞行体验营地，打造红色旅

游、国防教育、青少年研学等新业态。

此外，还依托滁菊示范基地、合赢家庭

农场高标准蔬菜基地、新昌农业示范

园、八里村“黑鱼+芡实”共生示范基地

等，开辟专门化体验区，提升接待能力，

开发沉浸式体验类农文旅产品，赋予农

业以观赏、体验、研学、贸易等新功能，

打开游客了解传统农业和农业现代化

的窗口。

（高 宇）

农文旅服务有了主力军

近年来，定远县以衔接项目为依

托，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

农机制，持续带动脱贫人口、监测对

象稳定增收。2016 年以来，全县共建

成经营性项目 813 个，累计带动 17641

人 增 收 ，其 中 脱 贫 人 口 、监 测 对 象

12092 人。

一栋栋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一条

条生产流水线开足马力加紧生产……

该县藕塘镇乡村振兴产业集中区，立

足地方规模种植花生传统优势，从田

头到商超持续做大做强花生产业文

章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双 丰

收。目前园区建成 11 栋标准化厂房，

引进 7 个以花生为重要加工原料的休

闲健康食品加工企业，有效带动当地

1100 户农户，发展花生产业 12000 亩

左右，亩均可实现增收约 1000 元。

近年来，该县以带动农户发展生

产为重要支点，积极推行经营主体带动

农户发展生产利益联结模式，通过订单

生产、农业生产大托管、产品代销等多

种方式，将经营主体、农户、村集体经济

组织紧密联结到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优势互补、协作分工的发展格局。目

前，全县已有 63个衔接项目，通过发展

生产方式带动 673人稳定增收，其中脱

贫户、监测对象 320人。

“通过完善衔接项目联农带农方

式，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更多的

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钱袋子’鼓起

来、生活富起来，真正享受到衔接项目

带来的红利。”定远县乡村振兴局相关

负责人说。 （王 文 盛 兴）

衔接项目鼓起农户“钱袋子”

金色的麦浪、美丽的村庄、蓝紫色

的绿叶马鞭草……初夏时节，位于合

肥市蜀山区小庙镇马岗村余郢村民组

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麦香村，散

发着迷人的乡野气息。错落安放的房

车、古朴雅致的民宿，点缀在大片金黄

的麦田里，漫步其中，分外惬意。

如今，每到假期、周末，麦香村总是

一房难求。“依托江淮分水岭独特自然

地貌，以生态环境为基底，以产融提升

为抓手，镇里正全力打造江淮乡野休旅

基地。”小庙镇相关负责人说，在保留传

统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当地对农村闲置

农房和宅基地进行利用改造，同时提升

基础设施，打造近郊旅游的高端乡宿。

在距离麦香村不远的乡村振兴示

范项目小岭南，已预定民宿的刘先生

说，这里离城区很近，环境也很好，周

末带着爱人孩子在这里可以呼吸乡村

的新鲜空气，吹吹风、看看美景、听听

蛙鸣，有采摘的果园也有玩耍的地方，

孩子们很喜欢这样的周末。

依托良好的自然禀赋，蜀山区乡

村振兴示范区将乡宿餐饮、文化展示、

农耕体验、研学文旅、运动休闲等一、

二、三产业充分融合。去年一年，麦香

村、小岭南等区域累计接待量达 30 万

人次、营业收入达 500 万元，举办亲子

研学、农耕体验活动超 100场。

在蜀山区，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

不断延伸完善，不仅带来了旅游经济

的“红火”，更带来了周边农民收入的

增加。“通过各类产业的植入，农民不

仅能够收到地租、房租，还可以加入经

济合作社、在民宿就业，获得分红和工

资。”小庙镇相关负责人说，麦香村、小

岭南等特色乡村振兴项目，能带动周

边约 50 户、120 人就业，更让农村逐渐

恢复生机与活力。

（王 辉 刘晓朦 孙雨静 陈三虎）

振兴示范区激发乡村活力

开展“移风易俗党员先行”活动，

召开“村规民约座谈会”，实施“敲门行

动”入户走访……今年以来，长丰县造

甲乡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党员带头、党

群联动的移风易俗新模式，推动共治

共享，助力乡风文明向好向善。

造 甲 乡 充 分 发 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用，将移风易俗作为文明家庭、最

美家庭评选的重要内容，引导村民广

泛参与，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凝聚思

想 共 识 、增 进 道 德 认 同 。 该 乡 各 村

（社区）结合每月党员活动日开展“移

风易俗党员先行”主题宣传活动，让

党 员 干 部 带 头 亮 承 诺 ，接 受 群 众 监

督，争做落实的先锋、践行的表率，在

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专项行

动中发挥“头雁效应”，切实为群众树

立榜样和标杆。

同 时 ，充 分 发 挥“ 一 约 四 会 ”作

用 ，明 确“ 什 么 事 可 办 ”“ 什 么 事 不

可办”“什么事在什么范围办”的标

准。各村（社区）以村规民约和村民

议事会为抓手，召开“村规民约座谈

会 ”共 计 13 场 ，让 广 大 村 民 成 为 移

风 易 俗 举 措 的 制 定 者 、执 行 者 和 监

督 者 。 积 极 开 展 道 德 评 议 活 动 ，先

后 举 办“ 十 星 级 文 明 户 ”“ 好 媳 妇 ”

“ 好 邻 居 ”“ 文 明 家 庭 ”等 评 选 活 动

20 多次。

（魏珍珍 杨良滨 唐世俊）

党员带头助乡风向好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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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记者 张玉芳
本报通讯员 梁月升

5 月下旬，茶季临近结束，我省茶

产区部分茶农、茶企传出好消息：春

茶旺销收入增。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茶产业发

展，把做优做强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从布局优化、加工升级、

品牌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精准发力，

统筹推进茶叶全产业链绿色高效发

展，带动茶区茶农“因茶致富，因茶兴

业”，力争到“十四五”末，“皖美徽茶”

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实现茶产业振兴。

产销两旺

春茶质量好价格增

“家里茶园大概有 10 亩地，光春

茶纯收入就在 15 万元左右。”说到今

年茶季收入，滁州市南谯区施集镇施

集社区茶农施培志脸上洋溢着幸福，

“这几年茶旅产业发展得好，我们的

茶叶品牌打出了名气，不少游客慕名

而来就为了品尝一下我们的茶。”

近年来，施集镇坚持茶文旅融合

发展，依托“西涧春雪”国家地理标志

品牌，深挖茶文化，打造旅游景点，丰

富旅游要素，建成了井楠民宿、栗山

茶海、茶香半岛、茶香大食堂等旅游

打卡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茶、

游玩。

据统计，今年施集镇茶叶种植面

积约 2 万亩，春茶总产量达到 250 吨，

销售额达 1.23 亿元。红茶、黄大茶等

新品种也进入了市场，并出口海外。

5 月中旬，旌德县云乐镇旌山魁

芽茶叶专业合作社的车间里，今年茶

叶制作渐入尾声。

云乐镇茶园藏于深山，长年云雾

缭绕，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优

质好茶叶。2021 年，“旌德天山真香”

被评为“宣城市农特产品十大区域公

用品牌”，“旌山魁芽”是“旌德天山真

香”系列优质产品之一。

2009 年，旌山魁芽茶叶专业合作

社成立后，以“合作社+家庭农场+基地

和农户”模式，在技术培训、收购、销售

等方面采取“五统一”服务，提高了农

民组织化程度，解决了以往茶叶分散

种植、缺乏技术指导、没有稳定销路等

问题，共带动 300多户农民增收。茶农

段书继说：“家里有 300多亩茶园，今年

茶全都采完了，都交给合作社帮忙加

工，再帮我代卖一部分，今年 1000多斤

干茶，基本上都卖完了。”

“今年从 3 月 20 日开始采摘，到目

前合作社一共制了 6000 多斤干茶，已

经销售 5000 多斤了，主要销往上海、

江苏、山东等周边省份。”合作社负责

人叶自力说。

据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分析，

因今年 3 月中下旬连续出现低温降水

天气，各主产区茶园于 4 月初陆续进

入规模开采，开采时间较往年推迟 3

至 5 天。受去年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及

市场供需关系调控，春茶生产呈现出

量减价增的总体态势。

延链增值

开发夏秋茶助增收

金 寨 县 大 湾 村 拥 有 优 质 茶 园

5000 多 亩 ，村 里 通 过 招 商 引 资 建 设

了 一 座 标 准 化 茶 厂 。 5 月 18 日 ，记

者 在 该 村 茶 厂 看 到 ，仍 有 村 民 陆 续

送来茶叶鲜叶。

“跟名优茶相比，这个鲜叶大了很

多，收购价两三块钱一斤，但是好采，

茶农一天也能赚上几十块钱。”茶厂负

责人范昌生告诉记者，过去茶厂只做

瓜片，今年在生产名优茶的基础上开

始和进出口公司合作制作出口炒青，

这些大鲜叶就是制作炒青的原料。

范昌生说，除了制作炒青，还打

算用茶树修剪以后重新长出来的嫩

芽生产“小绿茶”。今年，茶厂计划生

产夏秋茶 20 到 30 吨，带动每户农民增

收 2000 元左右。

“以前春茶季一过就没事做了，

现在夏天也成了农忙季，茶山上都是

采茶人。”岳西县冶溪镇大山村村民

黄光明说，一个夏秋季下来，他家 10

多亩茶园能采摘近 3 万斤鲜叶，收入

近 3万元。

“如今，岳西不少地方纷纷开发

夏秋茶，增加茶农收入。”岳西县农业

农村局茶叶站站长徐卫兵说，近年来

该县在做大做强岳西翠兰主导品类

的 同 时 ，也 在 大 力 开 拓 新 的 茶 叶 品

类 ，抢 占 新 的 市 场 ，壮 大 产 业 集 群 。

该县菖蒲镇通过招商引资建设了红

茶生产线，年可加工红茶 300 吨。头

陀镇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正在

试制生产伽玛茶。

伽玛茶是一款科技产品，采用厌

氧设备对茶树鲜叶进行厌氧处理，就

会产生大量的 γ-氨基丁酸（英文简称

GABA），以 该 鲜 叶 为 原 料 加 工 成 绿

茶，因其含有高 γ—氨基丁酸，所以又

称 GABA 茶。GABA 是一种天然存在

的 非 蛋 白 氨 基 酸 ，能 够 有 效 促 进 睡

眠，消除神经紧张、抗焦虑等。

“这款茶对原料要求不高，4 月至

9 月春夏秋季茶叶都可以直接用来制

作，刚好与岳西翠兰采摘时期形成互

补。”龙之谷公司负责人说，公司不仅

推出了伽玛茶散茶包装，还有袋泡茶

包装，主打的就是方便。

在今年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上，岳西县发布了茶产业发展规划，提

出打造高质量茶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高

地，以包家等７个乡镇为重点，建设岳

西翠兰核心基地；以响肠等两个乡镇

为重点，建设岳西黄茶核心基地；以冶

溪等４个乡镇为重点，建设炒青绿茶

原料基地；以古坊等６个乡镇为重点，

建设岳西红茶核心基地。“加大创新研

发力度，根据国内外不同区域消费群

体的饮茶口味和需求，合理布局茶叶

品种，优化茶类结构，逐步形成以名优

绿茶为主，红茶、黄茶等茶类协调发展

的新格局。”徐卫兵说。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名优

茶价格的高位运行和夏秋茶资源的

开发利用，推动了我省茶园亩均效益

持续大幅提升。2022 年，全省茶园亩

均效益达 6852.9 元，较“十三五”末增

长 27.91%。

品牌提升

创新思路竞争力强

5 月 19 日，在天堂寨镇黄河村黄

奶奶手工茶基地，不时有游客慕名而

来采购茶叶。

“这两年我们逐渐打响了名气。

去年茶叶销售额达到 520 万元，今年

预计能增加 100 万元。”品牌创始人黄

爱国谈起创业经历，感慨万千地说，

“我回乡创业经过几次摔打后，2014

年开始尝试做茶生意，其实我自己都

不看好，因为高山茶叶上市晚，在市

场上不占优势。所以我奶奶那辈人，

辛辛苦苦炒了一辈子茶，发现茶叶并

不值钱。”黄爱国说，他做了几年同样

没什么起色，直到 2017 年一个朋友看

到他和年近百岁、白发苍苍的奶奶一

起炒茶，建议他创立“黄奶奶”手工茶

这个品牌。

此后，黄爱国沉下心来做茶，并

围绕品牌建设，不断创新思路，加强

品牌推广。“手工茶香气足，耐泡。我

们坚持做手工茶，就是为了传承茶文

化。”黄爱国说，“我们还建立直播基

地，免费对网红开放，只要网红愿意

来直播，我免费提供食宿，借助他们

推广宣传茶品牌和手工茶文化。”

据黄爱国介绍，今年收购鲜叶 3.6

万斤，制成瓜片 4000 斤、毛峰 3000 斤、

黄芽 1000 斤。除了名优茶，他还着重

打造了一款“口粮茶”。“最近几年，很多

人不舍得消费高档名优茶，我们推出了

一款‘口粮茶’，用的是谷雨前后采摘的

鲜叶，零售价一斤不到 100 块钱，大众

消费不心疼。”黄爱国说，去年他试生产

的6000斤“口粮茶”销售一空，今年扩大

生产，计划生产“口粮茶”1万斤。

有品牌“护航”，企业底气十足。

黄爱国称，针对鲜叶市场价波动极大

的 情 况 ，他 们 对 农 户 实 行 保 底 价 收

购，瓜片鲜叶兜底价 10 元一斤，“口粮

茶”鲜叶兜底价 5 元一斤，保障了茶农

收益。

岳西翠兰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省级

非遗传承人刘会根同样深切感受到品

牌的魅力。“岳西翠兰原来才卖 300 多

元一斤，2010 年起地方政府不断培育

扩大翠兰品牌影响力，品牌价值大幅

度提升，这些年都卖到 800 元、1000 元

甚至几千元一斤。”刘会根说。

创 响“ 品 牌 茶 ”，我 省 着 力 推 动

公用品牌价值提升。2022 中国茶叶

区 域 共 用 品 牌 价 值 评 估 结 果 显 示 ，

我省“四大名茶”品牌价值均达到 40

亿 元 ，岳 西 翠 兰 品 牌 价 值 也 达 到

23.1 亿元。

香飘振兴路

我省多地优化布局、提升品牌，促进茶叶全产

业链绿色高效发展——

近日近日，，茶农正在岳西一茶农正在岳西一

茶园采茶茶园采茶。。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武武 伍伍 摄摄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