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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高县落润镇公益村：

茶叶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金叶子”

春 节 特 别 报 道

新 春 走 基 层

2月19日，第十七届中国·宜宾早
茶节高县采摘活动在高县落润镇公益
村举行。活动现场，手工制茶技艺展
示、茶艺表演、茶叶展示展销等活动精
彩上演，12家茶企现场签约，交易金额
超2亿元。茶园里，茶农们忙着采摘春
早茶，期待卖个好价钱。

金沙江河谷湿润气候以及低纬度
优势造就了宜宾温热湿润的气候和适
宜的土壤条件，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宜
宾各地茶园的春早茶就相继开采。茶
产业也成为高县的主导产业之一，不断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正如高县县委书记何胜伟在采摘活动
上的致辞，高县已实现茶区变成景区、
茶园变成公园、茶山变成金山，成为群
众致富奔富的“金叶子”。

茶农
春茶开采一天收入近400元

19日上午10点过，记者走进公益
村，在茶山上看到了正在采茶的村民喻
绍连夫妇。60岁的她和丈夫一人背着
一个竹篮筐，手法熟练地快速采摘着一
颗颗茶芽。“昨天我们两个人就采了5斤
新鲜的独芽，卖到75元每斤，收入近
400元。今天价格又涨了点，过几天估
计还会涨，我们要趁着天气好多采点。”
喻绍连说，茶叶是他们家的主要收入，
去年靠卖茶叶收入四五万元。在她看
来，靠种茶卖茶，不仅自家的收入提高
了，村里居住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了。“村
上发展旅游，平时游客都很多。我晚上
还可以去村上的广场跳坝坝舞，生活越

来越丰富。”
另一个茶园里，刚刚参加完采摘活

动的茶农严守平也忙碌起来。50岁的
严守平家里不仅有约13亩茶园，他平常
还收购茶叶销往外地，一年下来综合收
入超过10万元。有着丰富种茶售茶经
验的严守平告诉记者，这些天茶叶刚刚
开采，价格还不算高，再过几天到采摘
高峰期时，估计每家每户每天都有超千
元的收入。“如今村上茶产业发展好了，
道路、水电气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
每家每户都买了小车，物质和精神生活
都丰富了。”他说。

村子
融合发展去年综合产值达2.1亿元

喻绍连和严守平提到的物质精神
生活丰富，是产业振兴为公益村带来改

变的缩影。公益村以茶叶为主导产业
融合发展，2023年实现综合产值2.1亿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76万元。

举办采摘活动的一侧，是公益村通
过招商引来的一家优质酒店，可供游客
用餐和住宿，酒店前方是停车场、茶园
步道。

“靠着产业引领，百姓勤劳致富，产
业振兴带来的实惠，已在这里显现。”公
益村党支部书记刘世昌介绍，公益村自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茶叶，现有
茶园7500余亩，家家户户均有茶园，还
辐射周边各村联合打造茶园32000亩。
村内主干道已全面油化，水、电、网全覆
盖，天然气入户率达85%，基础设施日趋
完善。通过党建引领、企业带动，蜀山茶
海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市级
现代农业园区，公益村荣获省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公益村现有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6家茶叶、养殖专业合作社，
6家家庭农场，5家茶香乐。对于公益村
的未来，刘世昌充满期待。他说，公益村
要用现代化引领产业发展，做强做大产
业、旅游，让每家每户不仅有经济收入，
还要享受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
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县域
茶优富民 成为群众致富“金叶子”

公益村的变化，是高县以茶产业为
主导产业之一，不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动力的具体体现。

高县县委书记何胜伟介绍，高县的
茶胜在生态，茶区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雨量丰沛、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水热
资源优势，使高县成为绿色生态茶区；
茶好在品质，乘着“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县”“四川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的东
风，高县深化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开
展制茶专利技术研发，“一红一绿”两大
茶品，汤色明亮，滋味醇厚，妙不可言；
茶优在富民，高县有33万亩茶海，255
家经营主体匠心钻研，年产茶叶3.1万
吨，茶园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第二、川
南第一，年综合产值达75亿元。

“今天，我们因茶而结缘，未来必将
因茶而致远。”何胜伟表示，高县将继续
围绕“一红一绿”茶品定位，全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以茶为媒、以茶扬文、以茶
兴业、以茶惠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雪梅

2月17日，正月初八。阆中古城，55
岁的民宿经营者王建华，送走贵阳来的
游客，回到她的土生金客栈。院子里的
海棠花开得正艳，春联、福字、灯笼透着
浓浓的年味，不时有游客前来参观拍照。

春日暖阳下，王建华坐在院子里思
考：火爆的春节市场后，客栈该做些什
么，让游客有更多归属感和体验感。

三代人的“古城春节游”
年味，在院子里

阆中是天府旅游名县，又有“春节
文化发源地”之称，每年前来过年的游
客络绎不绝。

古城大东街50号，一棵苍劲的银杏
树下，砖墙红门匾，就是“土生金”客
栈。一进门，火红的春联、灯笼、福字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

“院子里的春联和‘福’字有些还是
客人写的。”王建华说，她的客栈民宿，
从腊月二十起每天入住率都超过80%，
住宿的客人从甘肃、西安、贵阳、成都等
地而来，都是为了感受古城里的年味。

住得最久的，是从成都来的一家5
口三代人，住了6天5晚。“走的时候，老
年人说，以前孩子们出去爱住民宿，这
次他们体验后，在院子里感受到了年
味，也感受到了春节的传统文化。”王建
华说。

为了让游客们感受到热闹喜庆的
春节氛围，客栈里每天都有不同的民俗
体验。书房里提供笔墨纸砚，游客可以

写福字、写春联贴在自己房间门口。小
院里提供围炉煮茶，天南地北的客人坐
在小院里晒着太阳，喝茶聊天。还有组
织小朋友们做手工红包，做好后，管家
会包上几块钱送给小朋友。

“大年三十晚上，好几个小朋友都把
自己做的手工红包送给家长，说是给长辈
发压岁钱，院子里一片笑声。”王建华说。

从导游到民宿女掌柜
用心，引来流量

春节期间连日暖阳，古城院落处处
春意盎然。土生金客栈里，海棠花竞相
开放、争奇斗艳，每天都吸引上百游客
赏花拍照。

“我的祖奶奶是安徽人，小名叫棠
儿，所以老院子里曾有很多海棠花，现
在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栽种的。”站在海
棠树下，王建华讲起她筑梦客栈、吃上
文旅饭的故事。“这些海棠都是2004年
修客栈时栽下的，当时只有我人这么
高，1米6的样子。你看，现在花枝比屋
檐还高，有的都冒出墙了。”

王建华曾是阆中绸厂的工人，下岗
后，在古城做导游。2004年，做导游的

王建华发现，来古城的游客多了起来。
嗅到文旅发展机遇的她，拉上哥哥王大
猛，决定打造父辈提过的老院子。在房
价才500元每平方米的当时，兄妹俩投
资100万元，把老宅子装修成家庭客栈。

开业不久，他们逐渐发现家庭小客
栈满足不了游客需求。为了满足游客审
美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兄妹俩一步步经
营，将院子打造得越来越美，家的氛围感
越来越浓。这个有时尚感、年代感、古城
风、书香味的特色院落，被评为阆中十大
特色院落、南充十大最美旅游院落，也是
游客评选出的舒心放心消费民宿客栈。

“也有过很难的时候，几个月都没
一个客人，还要养员工。但现在看来，
一切辛苦都值得。”王建华说。

打理民宿，王建华自称是“女掌
柜”。从小院内的管家服务，到古城里
的吃喝玩乐购，她都带着团队提供优质
服务。“做民宿，要的就是用心用情，主
人情怀和地方文化相结合，给游客安全
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据南充市文广旅局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8天长假，阆中古城景区接待游客
达56.14万人次，居全市第1位、全省
5A级景区前列。

随着春节小长假结束，王建华开始
思考，火爆的春节市场后，怎么持续抓
住文旅“流量”。“还是要用心，一步一个
脚印做好文化，踏踏实实做好服务。”她
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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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古城：小院海棠花开迎客来

公益村的茶园里，茶农们正在采摘春茶。庄歌尔 摄

土生金客栈里的海棠花开得正艳。张晓东 摄

游客在客栈里拍照。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