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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岩章玉岩：：许下的心愿正在慢慢实现许下的心愿正在慢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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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生

2019年9月，我来到山西省天镇县瓦窑
口村担任第一书记。从办公室到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第一线，从看政策文件到基层实践，
我对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有了更深的感悟。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
堡垒。”驻村帮扶以来，我们以党建工作为抓
手，多措并举增强了村里党员的党员意识。
我们创建“瓦窑口村党员红旗谱”公众号，至
今已发布100多期信息，实现村内村外、党
员群众同频共振。此外，我们还以“向党说
句心里话”“我的新年梦想”为主题，请党员
谈体会、谈认识、谈未来。活动中，老党员重
温非凡历程，新党员立下奋进誓言，以实际
行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作为第一书记，眼睛多向群众看，双脚
多到群众中走，脑袋里要多想群众的急难愁
盼。刚到村里，我发现有村民为了洗一次热
水澡，需要乘车赶往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费
时费力。为此，我联系有关部门共同建成一
个浴室，“洗澡难”这个看似微小却存在已久
的身边事得到了彻底解决。不仅如此，我们
还硬化村主干道，改善村民出行难问题。村
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党员与群众的心贴
得更近了。

让村子富起来，不仅意味着要在产业上
花心思，也要在文化上动脑筋。我们一方面
以生态养殖扶贫车间为抓手，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挖掘当地丰富的
长城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收集村史、村情、村
貌等信息，将村民口授的故事、提供的素材
汇编成展览资料，为外地人认识村子、了解
村庄提供了一个窗口。

这段驻村帮扶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锤炼，也让我产生
了许多感悟：千难万难，畏难才真难，干了就不难。从现在
做起，从一个电话打起，多联系村民，就会知道群众心里想
什么、急什么、盼什么，就能发现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在
火热的基层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获真知，我们就一定能
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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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乡贤回乡创办生态农场

■ 庄晋财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日常“七
件事”，似乎“茶”最具有弹性，所以但凡生
活水平提升，“茶”生意就具有拓展的空
间，因为这个缘故，“茶叶”具备形成“茶
业”的条件，成为很多地方发家致富的企
盼。而从供给侧来看，茶农如果只卖茶，
赚钱的难度则会越来越大。

一是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季节一
到，茶叶就要开始采摘。一些人的饮茶习
惯，对茶叶采摘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
步。采茶“掐尖”，必须依靠人工，而且需
要极具耐心且心灵手巧的人才能摘出好
茶叶。但如今，待在村里的多是老年农
民，采茶的劳动力供给严重短缺，用工成
本自然也上涨。

二是茶叶生产农机化程度低。如今
尚没有研制出能够采摘出一芽一叶的机

器以替代人工。要做“毛尖”“雀舌”“黄
芽”之类的茶叶，机器采摘就很难达到
标准。农机技术、宜机茶园和农机人
才，是提高茶叶产业机械化程度的三道
门槛。

三是茶叶衍生品开发不足。提及茶
叶，人们的观念里似乎只有“喝茶”。科学
家说，茶叶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是因为茶
叶里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还有茶
多酚、咖啡碱等数百种具有调理人的生理
功能的成分”，因此，茶叶不一定非得采成

“一尖一叶”，弄成“毛尖”“雀舌”，其实，以
茶叶为原料开发可供食用吸收的产品的
空间巨大。

茶叶怎么才能成为“茶业”？笔者以
为，有三种途径可以尝试：

一是以茶叶整合乡村要素形成“茶
业”。在一些著名的茶叶产地，地因茶而
出名，可以茶整合乡村要素，让乡村的茶

成为载体，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产业。比
如遂川汤湖狗牯脑茶已经颇有名气，但遗
憾的是，外地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汤湖。
如果以狗牯脑茶的知名度，去聚合汤湖的
乡土资源，那是十分有前途的：这里有井
冈山红色摇篮的革命故事，有让人称奇的
崎岖山道和梯田，有大自然恩赐的汤湖温
泉，有热情奔放的客家族群及其文化，还
有秀美的乡村田园风光。汤湖如果走出
卖茶叶的传统思维，以茶叶为产业载体，
把上述资源整合在一起，打造红色茶乡的
特色小镇，应该是让茶叶成为“茶业”的一
个比较好的发展方向。

二是以工业技术开发促成“茶业”。
要想把茶叶产业做得更大，可以也应该

“以工促农”。一些人出境旅游，喜欢逛
“药妆店”。所谓药妆，就是各种各样以
“植物精华”开发出来的琳琅满目的产品，
减肥的、抗衰老的、补水的、美白的、瘦身

的、治烫伤的、护头发的，你能想到的需
求，它几乎都能满足。“以工促农”促成的

“茶业”，不但能增加茶叶附加值，还能让
茶叶采摘不再受“形”的限制，人工成本居
高不下的问题，也会随着采茶机械有用武
之地而化解。

三是市场分层多渠道促成茶叶成“茶
业”。要想摆脱茶叶收益微薄的困境，还
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分层供给——
该个性化就个性化，以实现高价值；该规
模化就规模化，以实现低成本生产，提高
茶农的种茶收益。茶叶加工产品要有市
场层次，价格要分不同的档次。让茶叶市
场分层，是促成茶叶通过“个性化”和“规
模化”市场路径成为“茶业”的方向。

乡村振兴时代的来临，赋予了茶叶富
农的新使命，小小茶叶要成“茶业”，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让茶叶变“茶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金秋时节，润家生态农场场主章玉岩
捧回“安徽省巾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的
牌子。

金灿灿的牌匾挂上门楣，章玉岩心
里五味杂陈：“60岁的年纪回乡创业，的
确是大胆的决定。感谢坚持，让我圆梦
家乡！”

此时，这位65岁的老人背后，3700亩
的生态农庄中，上千亩金灿灿的水稻正待
收割；种植蓝莓、桃子、安吉白茶的千余亩
山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500亩生态水库
波光粼粼，游客们在悠然垂钓……

“到了周末，我们的研学游、科普基地
还会迎来周边的孩子们，体验农事活动、
感受乡村生活。”章玉岩笑着说。

“回去，为家乡做点事儿！”

五年前，章玉岩做了一个让周围人难
以理解的决定：从浙江宁波回家乡安徽安
庆农村创业。

家乡的兄弟姐妹们传来反对之声：
“农业有多难做，碰过土地的人都知道。
况且，你这个年龄本该享福了，何必再为
难自己！”

但章玉岩有自己坚持的理由。
30多年前，章玉岩离开教师岗位，从

安庆来到浙江舟山的小岛上，成为一名随
军军嫂；2004年，她陪着转业的丈夫创
业，在餐饮行业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外出
几十年里，她一直惦记着家乡，每年都要
和爱人带着儿子回乡探望亲友。前些年，
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家乡部分农田和山
场被闲置，而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却找
不到发展的好路子。章玉岩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我要回去为家乡振兴做点事儿，
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

同是从安庆走出来的爱人对章玉岩
给予了支持。2016年8月，章玉岩和她的

安庆润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
式“落户”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林春村。

回乡做农业的艰难，章玉岩不是没有
设想过，然而，接踵而至的一个个难题还
是让她有点猝不及防。

回乡之初，她流转了3000多亩土地，
在小田改大田的过程中，有村民不理解，
以致工程受阻。2019年夏天，1000多亩
秧苗刚刚插完，一场洪水下来，一夜之间，
秧苗全飘了起来，直接经济损失80多万
元。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园
区养殖的鸭子销不出去，每天还要吃大量
的饲料。为了止损，园区只好将2000多
只鸭子就地处理……

“要感谢家乡党政领导的支持，我们
的很多困难都是他们帮助解决的。”10月
末的一天，章玉岩领着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参观她的生态农庄，瘦削的脸上透着

坚毅，“当年，我是打定了‘流血流汗不流
泪’的主意回来的，这几年，虽然遇到了很
多困难和挫折，但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罗岭镇林春村，当年的荒山已被果

树染绿，曾经闲置的农田，每年稻花飘
香。“几年下来，让我觉得暖心的事儿也不
少。”章玉岩欣慰地笑着说。

2019年上半年，章玉岩当年在罗岭
教书时的学生、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研究
员吴文革主持研发的一款优质水稻新品
种，在章玉岩的生态农场落地，章玉岩给
这款稻米取了一个好名字：润家香米。当
年收获上市，新稻米因富硒、高锌、口感
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在2020年安徽
省农展会上获得金奖。

吴文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罗岭一
趟，到田间地头做水稻种植技术指导。“做
农业投资大，收效慢，受气候、市场的影响
很大，我被老师的坚持感动，希望能为她
的事业发展和家乡振兴助一臂之力。”吴
文革说。

“最让我暖心的，还是父老乡亲们的
认可和肯定。”章玉岩告诉记者，5年来，
润家生态农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每
年常态化用工近200人，其中贫困户就有
11户。2018年，她帮扶41户贫困户，共
投入资金37万元。2019 年，她投入扶
贫和安置贫困户就业资金43万元。每年
重阳节，她都要为村里的老人送去慰问
品。2020年初，她为家乡募集口罩等抗
疫物资，捐款捐物8万余元。去年梅雨
季，她又捐款捐物6.5万元，支持家乡防
汛救灾。

润家生态农场的联农助农事迹，引起
了市、区妇联的关注，2020年，章玉岩被
安庆市妇联授予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她的
生态农场被安徽省农业厅评为省级农业
示范园区，今年又被认定为“安徽省巾帼
创业就业示范基地”。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章玉岩说，
经过5年的拼搏，润家生态园已形成了集
生产、观光、休闲、康乐、科教于一体的科
技农业生态链，进入了发展的快轨，“当初
我许下的心愿，正在慢慢实现，一切辛苦
都是值得的。”

秋末冬初，河北省阜城县崔家庙镇张家桥村冬桃种
植基地里，张文仓和十几个村民每天穿梭劳作，虽然经常
忙得大汗淋漓，脸上却总是挂着笑容。

2017年，村里引导村民种植冬桃，一时间，质疑声不
断，张文仓心里也犹豫不决。村干部们的动员打消了人
们的顾虑：“咱们的冬桃是优质品种，又是晚熟品种，成熟
期昼夜温差大，桃子味甜、色泽鲜艳，一定能合人们的口
味，效益肯定错不了。至于销售，咱们通过电商、现场采
摘、对接大型商超，销路没问题。”

冬桃种上了，张文仓家的日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
化。“俺家9亩地全部流转给了桃园，一亩地每年租金
1000元，平时和老伴还能在桃园打工，一年挣2万多元工
资呢。”张文仓说。

靠着冬桃种植，该村大部分村民如今都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人均年收入1.5万元以上。今年春天，张家桥村
又与中国农科院联合开发了12个新品种，实现了标准化
生产，年产冬桃250多万公斤。村里与北京各大超市及网
销平台建立了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

“冬桃采摘期比较长，10月初就可上市，能延续到11
月。”村支部书记张勇说，近年来，他们通过网上直销、观
光采摘、大型超市采购等，不断扩大销售渠道，每亩冬桃
可以收入3万多元。 （据中国农网）

驻村手记手记
新乡贤新乡贤新农村·

以茶整合乡村要素、以工促农、按市场需求分层供给，三种途径尝试茶叶富农——

■ 刘传福 蒋丽利

“终于到账了，可以给孩子们添置一
些冬衣了……”11月7日，取出一卡通里
的1650元项目收益分红款，四川省泸州
市叙永县麻城镇麻城村脱贫户李高勤激
动地说。

像李高勤一样，村里另外105户脱贫
户也分别收到了一笔项目收益分红款。

这项3年前就该兑现的分红，为何迟
到？怎样被追回的？事情还得从四年前
说起。

2017年11月，叙永县给麻城镇麻城
村下达了50万元省级财政资产收益扶

贫资金，并引进企业在麻城村发展高山
蔬菜项目。按照政府投资、贫困户入股
的方式，麻城镇成立了专业合社，并与麻
城村村资公司签订合同，按项目收益的
一定比例给利益联结的贫困户分红。

根据合同，分红本应该从2018年就开
始了，可是，该合作社负责人以前期经营不
善，项目收益不高为由，连续三年都未兑现
收益分红。期间，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村
资公司多次通过约谈、发函等方式催促合
作社履行合同约定，但一直没有结果。

今年9月，叙永县委巡察组在对全县
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运行情况进
行抽查，发现前述合作社的高山蔬菜种

植项目无分红印证资料。了解到详细情
况后，巡察组马上召集县乡村振兴局、县
财政局、麻城镇有关人员进行专题研判，
要求相关单位履职尽责，尽快为群众追
回分红款项。

随后，叙永县乡村振兴局牵头，成立了
问题整改组，并与该合作社负责人多次座
谈、沟通，最终督促其承诺，按照此前合同
约定，补齐了群众分红款。9月底，合作社
终于将拖欠了3年之久的4.2万元项目收
益分红款划拨到麻城村村资公司账户。

在麻城镇纪委的全程监督下，麻城
村村资公司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将全村
106户脱贫户按照防返贫监测户、独居

老人户、因学因灾困难户、重度残疾户和
一般脱贫户标准划分为三个类别，分别
对应分配项目收益分红1650元、550元、
350元，并将它们分别打入麻城村脱贫
户的一卡通。

叙永县委巡察办负责人说：“涉及群
众的利益，决不能久拖不决。目前，我们
启动了县委第十四轮巡察，将重点紧盯
群众‘急难愁盼’，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过程中损害民生民利的问题，能够短时
间解决的，及时反馈到责任单位，边巡边
改、巡完交账，然后再开展回访评价，确
保整改落到实处。”

近日，贵州省岑巩县羊桥乡祝坝村智能繁育中心的西
红花迎来采收旺季。

西红花又名藏红花，是被誉为“红色金子”的名贵药材，
经济价值高。祝坝村智能繁育中心采用的全自动多功能物
联网智能化温室控制系统，可为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
达到减少病虫害、增产增效的效果。近年来，岑巩县依托东
西部协作平台，采取“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借助
科技力量，大力发展西红花中药材订单种植，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唐鹏 杨俊/摄“涉及群众的利益，决不能久拖不决”

乡村治理治理

智能温室育出西红花智能温室育出西红花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四川省叙永县委巡察组介入，为脱贫户追回拖欠3年的项目收益分红款

▲ 章 玉
岩（左一）和农
场员工采挖红
薯。

▲

章玉岩
在农田收割稻
谷。

贵州省岑巩县羊桥乡祝坝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