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光贤

四季宛如仙境，错落有致的村庄隐匿于群山
和薄雾之间。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茶源
街道的细寨村，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与浓厚的布
依风情，充满了神秘色彩。这个村庄自古以来就
有种茶传统，而今，这里因茶而兴，已焕发新的生
机……

一

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茶园，一排排整齐的茶树，
刚来到半山坡，便看到细寨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
象。茶园的周围矗立着少许高达十余米的杉树，
它们很有默契地成了这片茶园的守护者。我感到
十分幸运，能够欣赏到这片世外“茶”源。

蜿蜒盘旋的柏油路两边，墨绿的茶树在阳光
照射下，充满生机活力。走进茶园后，一股清新的
茶叶味道扑鼻而来，看着茶树枝上长出浅绿色的
嫩叶，弯下腰，就嗅到了茶叶的香味，触到植物生
长的气息。

不远处，一位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中年妇女，
正在茶园劳作。她用镰刀修理着茶树下面的草，
被割下来的枯黄草被一排排放置在茶树根旁。

从她的口中，我得知村寨里大部分都是布依
族，她家有十多亩承包的土地种植了茶树，每到采
茶时，采摘下的茶青由细寨村合作社统一收购，根
据茶青的品质能卖到每斤100元至130元不等。

她家还种植少部分的玉米和水稻，每年收入
的苞谷可以养几头猪和几十只鸡，收入的稻谷能
供全家人吃上一年，不过，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
还是靠茶园里的茶，每年采摘的茶青，除去施肥施
药，以及管护的成本，纯收入有七八万元。看着大
姐说着自家茶产业的故事，脸上流露出的微笑，我
仿佛看到了细寨村的发展欣欣向荣，也感受到了
布依族人的热情和真诚。

通向细寨村村委会的道路，是由一块块长方
形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道，青石板被划上一道道斜
线沟槽，大概是为了防滑，一条条细长的青石板块
组成村寨里的主干道，两旁还铺有不规则的石板，
组成一道道花纹。与大部分村寨的水泥路相比，
很有特色，道路两旁是木石相结合的民房，有两三
层的，也有三四层的，错落有致地矗立着。三三两
两的村民，悠闲地坐在自家庭院里，沐浴着暖阳，
诉说着家长里短。

沿着干净整洁的石板街，走进村委会大楼，细
寨村支书王官星正在等我。他是一位“85后”，个
子不高，偏瘦。

绿水青山是细寨人的骄傲，践行“两山”理论，
细寨村走在前头，也尝到了甜头，茶产业成为细寨
村的主导产业。交谈中，我了解到细寨村近年来
的发展状况，以及王官星所提出的大胆设想。

细寨村发展茶产业具有良好的大环境，普安
县正聚焦茶品种、品质和品牌的“三品”打造，发
展壮大全县的茶产业，以“普安红”品牌为引领，
坚持走市场化发展道路，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
用，引进正山堂、浙茶集团等一批知名茶企，找准
普安茶产业品牌的市场定位，提升“普安红”茶叶
品牌效应。

因为自然条件这一优势，尤其地热资源丰富，
普安县被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授予“黔茶
第一春”，被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茶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认定为“‘贵州绿茶’第一采永久首采地”。

二

细寨村一处亭子里，有一口古井，已有近200
年的历史，一块刻有细长线条纹的圆石井盖覆在
上面，井盖中间被插入提水绳之类的取水装置，利
用引力原理来取水，一个长方形的石水槽紧挨着
井盖取水出来的方向，古井旁有一处池塘，专门盛
放从井里溢出来的水。

这口生长在半山处的古井，曾滋养了细寨村

一代又一代人，一年四季都不会枯，在周边其他地
方闹旱灾时，细寨村也从不会缺水。古井里的水
清澈甘甜，是纯天然的山泉水，用来煮茶绝对是首
选。我在想，古井与茶树会不会有某种特殊关联，
这座大山酝酿的山泉水，大都汇聚到古井处，再流
到细寨村的各个角落，流进老茶树的根脉里，才孕
育出了优质的茶叶。

如今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管，古井被闲置
了。即便如此，纯朴的细寨村民并没有忘记这口
曾养育世代人的古井，并为其修建了一个十多平
方米的亭子，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已退休的古
井在晚年有遮风避雨的港湾，汲取细寨村中弥漫
的茶韵，在时光里慢慢变老。奇特的是，亭子两旁
矗立着两棵高大的古树，茂密常青的枝叶簇拥在
亭子周围，像是为保护古井加了一层固，当地人称
之为“布依神树”，他们与古井成为幸福的一家人，
一同为细寨村增添光彩。

满席清风入池塘，茶韵悠悠悟禅意。从古井
里流出来的水，汇集到旁边的池塘里，池塘旁边的
原生石头倒映在清澈的水中，与蓝天白云一起共
享茶韵古寨的慢时光。

池塘的一处角落里还放置着一辆筒车，是村
民原来用于取水灌溉农田的工具，它是利用湍急
的水流转动车轮，使装在车轮上的水筒自动戽水，
提上岸来进行灌溉的操作原理。如今，筒车静静
地待在那里，上面铆的螺丝钉早已锈迹斑斑，每一
块车木上镌刻着细寨村民取水灌溉的岁月，记录
了勤劳的他们走进田间，忙碌于农作物耕种的农
耕景象。

不远处，一座宽约五米的石拱桥从池塘上方
穿越而过，细寨村民把它叫作康桥，意为护佑这片
山水共融的村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康桥是细
寨村民通向耕种田地里的必经之路，是见证全村
发展变化的桥梁，每一道石坎上，都镌刻着村民在
流逝岁月里的足迹，蕴藏着村民落下的一滴滴汗
珠，桥臂的石面上，被背箩等农具磨蹭得光滑发
亮。康桥与古井，一同见证着细寨村的发展历程，
它们汲取天地之精华，给予村民勤劳致富的能量，
朝着美好生活的方向砥砺前行。

细寨村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集聚
村，布依族村民平时在家里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
饰，布依族服饰源远流长，大致经历了唐宋明清朝
代的历史演进，在2014年时，经国务院批准被列
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们的服
饰都是由布依族妇女们用自纺、自织、自染、自绣
的布料缝制而成，是难得的手工艺品。

正午时分，在“进自然·村食”馆门前，一群游
客排着长长的列队，正等待体验细寨村的传统美
食。“才两元钱，这也太便宜了吧！重要的是吃起
来柔软细腻，特别有口感，味道极佳，里面包的馅
也很好吃喔！我一定要买50个带回老家分给亲
朋好友尝尝。”旁边一位外来游客一边吃着糍粑一
边感叹道。

每年年关将近时，布依族同胞们就开始做年
粑（也叫糍粑）了，他们不是使用机器来制作年粑，
而是用传统的木臼来做，所用的木臼是用木头制
成，中间凹下，用以砸、捣、研磨食品的工具，呈长
方形，以木棍头冲击产生的力把米或苞谷打烂成
泥状。一般是男人在那舂打，女人则用手把打碎
的糯米捏成圆形粑粑，在我老家叫做“舂年粑”。

细寨村街上，聚集了十几个布依族同胞，正在
舂打着糍粑，引来许多游客参观。刚舂打出的糍
粑还有余热，包上黑黍子粉和花生粉后，被捏成一
个圆形的块状，即制作完成。

我也挤进人群中去，拿起一块糍粑放进嘴里
咀嚼着，细滑柔嫩，的确好吃，尤其馅里面有我从
小就最爱吃的黑黍子。吃着一口口糍粑，让我重
拾味蕾深处的乡愁，想起了故乡的年粑，那是我灵
魂深处的一抹忘不掉的乡愁，每次看到年粑，脑海
里总会呈现出那些年的影像。

那些满满的回忆，是那个年代里关于年味特
有的记忆。如今步入新时代，物资丰富了，生活条
件好了，很多粑粑作坊兴起，乡亲们不用自己做年

粑了，通过线上订、线下购，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到。幸运的是，这一次在细寨村吃到了布依族同
胞纯手工做的糍粑。那一块块垒起来的糍粑，承
载了他们对生活越来越美好的向往。

三

在细寨村委会旁边的树林里，养殖着乌金
鸡。乌金鸡是罕见的珍禽极品，被誉为“鸡中黑
宝”，是由普安牛角山乌骨鸡提纯选育而来，有黑
冠、黑羽、黑皮、黑肉、黑骨“五黑”的特征，也叫五
黑鸡，纯种成鸡体重可达三四斤，遗传性能稳定，
抗病力强，已有上千年的养殖历史。

在细寨村的林下草间，一群乌金鸡在“游荡”，
它们住着原野木屋，树枝和草坪成为它们嬉戏的
乐园。远离喧嚣的大山为它们提供了天然屏障，
而它们也为细寨村民带来了增收。乌金鸡吃在山
上，长在山上，脂肪含量少，蛋白质含量高，含有丰
富的黑色素、氨基酸和黑色胶体等，普安乌金鸡早
已成为大众化品牌。

细寨村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重要抓手，
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全村
实行一户一方案、一户一整改，充分利用乡村本土
材料，融入细寨村当地文化特色，开设文明超市，
开展文明家庭和美丽庭院评比等活动，实行红黑
榜，提高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彻
底改变了昔日脏乱差及不文明的现象，如今讲卫
生、讲文明、爱环境的良好习惯在细寨蔚然成风。

20多年前，细寨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村
寨，通往村里的路，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村
民大都住着木质结构的草房，吃着苞谷饭，有些人
家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全村人的日子过得非常
窘迫。他们虽守着万亩茶场，却没有充分利用这
片绿色的财源，因各种原因没有好好经营管理，曾
被荒置多年，好在茶园未被破坏，茶树历经每一场
风雨日晒后，依然茁壮成长着，为后来彻底盘活茶
园里的资源奠定了基础。

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良好的生态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其实，近些年来细寨村一
直在践行这条“根本遵循”，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
振兴，茶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着力打造绿色宜居
和美乡村。绿水青山，铸就金山银山，细寨村依托
生态资源禀赋，盘活沉睡已久的万亩茶园，坚持以
绿色为农业固本，发展壮大特色茶产业，在村党支
部的引领下，让“两山”转化成果惠及细寨村民。

细寨村的茶产业发展结构与其他地方不尽相
同。现在很多村庄发展产业，通常采取“合作社+
企业+农户”模式，农户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到
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或转包给企业来
参与经营，农户可以参与资金入股，也可以在产业
基地务工，每年靠土地流转费、务工费及参与合作
社入股分红增加收入。而细寨村的茶产业发展模
式是这样的，农户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植茶树，
由合作社进行产业技术指导，并统一收购茶青，再
委托加工企业制茶。农户不用担心自己家的茶青
卖不出去，只管好好打理茶树，产出优质的茶青，
卖个好价钱，让腰包变得更鼓一些。

细寨村聚焦茶叶的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助
推了茶产业的提质增效，让村民因茶致富、因茶
兴业。

四

细寨村自古以来就有种茶的基础，20世纪80
年代就开始大面积种植，那时发展成了国有的万
亩茶场。茶树历经岁月的洗礼，饱经沧桑与风霜，
至今部分茶树有着四五十年的树龄，重新焕发生
机的老茶树韵味更浓。

据王官星介绍，细寨村发展茶产业有几点优
势。一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热优势，细寨村具
有多云雾、寡日照、高海拔、低纬度的气候特点，有
着利于茶树生长的优越的高原自然条件，同时地
下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冬季产生的地热能够保
持土壤温度适中，有利于茶叶生长。另一方面，茶

农拥有良好的种茶习惯，茶农和茶企形成了紧密
的利益联结关系，共同坚持绿色防控战线，保证干
净的茶产地，并且村内林地丰富，茶农多是将茶叶
与果林套种，自带花香，茶叶品质很好。细寨村制
出的绿茶，叶底细嫩呈朵，色泽嫩绿，香气清新，滋
味甘醇，喝起来口感特别好，很适合养生。

每年春节开始，一直到清明节前后，是细寨村
的绿茶丰产期，3月至10月是大叶种（红茶原料）
的采摘期。其实，一年基本都可以采摘茶青，只是
根据不同季节的茶青用来制作不同的茶叶品类。

一片叶带富一个村，实践证明，绿叶子可转变
为“金叶子”。细寨村通过大力发展茶产业，同时
受到“普安红”品牌的带动，茶产业发展前景很好，
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型产业，乡村活
力不断增强，村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近年来，细寨村因地制宜发展茶产业，在村党
支部引领下，坚持“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号召群
众精心打理管护茶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当前，细寨村正着力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为
振兴细寨自然村落，推进茶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

五

细寨不仅仅是一座村庄，更是一个旅游景
点。在细寨村，“茶+旅”碰撞出了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火花”。

村寨里的“进自然·康乐度假中心”，一走
进去，眼前便是一片和谐美景。一排排高大笔直
的红叶松树下，生长着绿色的野菜和略带枯黄的
杂草，每间隔几米串长着翠绿的桂花树，旁边是用
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十几块树木拼组成一个四
平方米的面板，散布在松树下，变成了练瑜伽的
场所。人们来这里享受茶韵幽香的同时，还可以
锻炼身体。

而细寨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地，这个普安县
金农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青少年校外劳
动教育实践活动的综合性教育场所，拥有自动化
菌菇培育基地、菌菇加工中心、菌菇展览馆、园艺
科普园、亲子乐园、茶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丰
富的劳动教育资源，是加强省内外青少年文化交
流、开展实践教育、推动劳动实践活动发展的创新
型平台。

在亲子乐园区，一位中年游客正与一家人在
那里玩耍着，问其来细寨村游玩的感受。“这里环
境很好，沐浴着暖和的阳光，感受着茶文化的熏
陶，很是开心；现在和孩子们在这里玩一会儿，再
去吃村里的美食，下午我们还要去茶场采茶青来
体验制茶的过程呢。”这位游客高兴地说。

前方不远处，还有一个制茶体验区。这是
专门为游客提供从观光休闲茶园采摘茶青后，
到体验区进行杀青、揉捻、萎凋、翻炒和烘干全
过程的制茶体验，一排制茶工具陈放在体验区
的走廊上，旁边的木柱子配有灭火器，有柴火
锅、浪青机、杀青机、萎凋架、烘焙机、真空包装
机、竹篾茶篓等，来到这里的人可以全身心体验
制茶的田园生活。

手艺娴熟的王官星向我展示了制茶体验的
每一道流程工艺，制茶“五步法”被他演绎得十分
到位。我手捧一把游客体验制作出的成品茶闻
了闻，尽管与专业的制茶师傅没法相比，但它是
自己亲手操作得来的，哪怕手工粗糙些，也很有
成就感。

人生如茶，沉浮随意。
茶文化弥漫在细寨村的每个角落里，小小的

村庄却能让人逃离城市的喧嚣，让身体和灵魂回
归大自然。在这里，还能感受到生活的仪式感、旅
行中的人情味儿和少数民族的风俗。

徜徉在翠绿无边的万亩茶场，享受着沁人心
脾的天然氧吧，聆听着陶笛版的音乐“归来”，我仿
佛听到了一场与天地自然的对话。

（作者简介：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
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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