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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您有一笔新订单了！”这
两天，丽水市莲都区丽新乡丽水森
老大板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刘和
的手机响个不停，前一天新榨出来
的油茶，第二天不到 5 个小时，就被
抢购一空。

“对岸山上矮矮灌木的一大片，
都是我们种的油茶树。今年基地里
单是油茶果就收了 10 万多斤，油茶
收益比去年增加近 20%。”在陈刘和
眼中，漫山油茶林宛若连片的“摇钱
树”，结出了数不尽的“黄金果”。可
在此之前，这里却是几近荒废的千
亩山林。从守着青山过穷日子到

“一亩山万元钱”的好生活，20 多年
间 ，陈 刘 和 谱 写 了 一 部“ 致 富 变
迁”史。

荒山结出“黄金果”

“你从这里望过去，还能看到有
一小片板栗林！”站在油茶林的一隅，
50 多岁的陈刘和身着一身皮夹克，
既精瘦又干练，他指着远处的山坡感
叹道：“以前这里是一大片被荒废掉
的板栗林，想当初我也是费尽心力才
把它整理出来的。”

1998 年，返乡回家务农的陈刘
和注意到屋后一大片板栗林因为常
年无人照料，几乎不结果，陈刘和很
是心疼，于是决定把它承包下来。

“当时规模化发展林业产业的人不
多，我得到了林业部门的全力支持，
一心想在山林里挖出‘金矿’。”经过
协商，陈刘和把这千亩板栗林承包
了下来。

可这么大一片荒山，启动资金
从哪里来？“在那个年代，他做事的
方式在现在看来都很有魄力！”莲都
区林业技术推广科干部徐美青说，
当时陈刘和在获得家人的支持后，
直接卖掉了 100 平方米的市区住
房，在荒山附近建起了生产用房，家
人住回村里，自己则一个人吃住在

山里。专业知识不懂，他就挑灯夜
读，硬啃大部头的专业书。经过长
期努力，他在除草、施肥、剪枝到板
栗的病虫害防治等每个环节都做到
了科学管理，板栗林的效益年年攀
升，成为莲都区成功规模种植板栗
第一人。

自己蹚出了一条致富路，还要
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后来，陈刘和
与其他 6 名板栗种植大户成立了丽
水森老大板栗专业合作社，号召整
个乡镇有条件的农户一起种板栗。
不仅如此，陈刘和还为他们提供技
术指导，并收购产出的板栗，带动周
边近 2000 户人家，直接为农户增收
320多万元。

然而没过多久，板栗脱壳人工
成本逐年攀升。“更要命的是，板栗
林 逐 渐 进 入 过 熟 期 ，产 量 逐 年 锐
减。”正当他们为此犯愁时，2010 年

“推广木本油料产业”的新政策来
了。“可以给补助，还能解决瓶颈问
题，这个机会要抓住。”陈刘和与合
作社成员商量后，便带领大家陆续
将老化的板栗林改造成了油茶种植
基地。

“每年霜降前后，看着一颗颗饱
满的油茶果挂满枝头，我心里就特
别踏实。”陈刘和告诉记者，为了把
油茶基地建好，他再次拿出了当年
的拼劲，要把油茶打造成为他的第
二代致富“黄金果”。“现在我们的油
茶基地每 100斤油茶籽就能榨出 20
多斤茶油，千亩油茶林每年可榨2万
多斤茶油。”陈刘和自豪地说：“这样
的产量还能持续几十年。”

种养结合提高效益

随着油茶果种植的肥料成本逐
渐增加，再加上社会对生态产品日
益增长的需求，陈刘和又闻到了给
千亩山林继续“赋能”的商机。“在参
加了几次省里组织的合作社培训交

流活动后，我受益匪浅。”陈刘和说，
“养猪上山”是最经济赚钱的方法。

记者站在山茶林的最高处，远
远望去，几个小山包中间，两座厂房
格外亮眼。“2013 年，我就在山里建
起了养猪厂。”陈刘和说，刚开始养
猪时，他对猪瘟并不是很了解，以为
只要买来的猪仔没问题，就不会发
生猪瘟，所以对防疫要求并不是很
严格。但在某次带人参观过养猪厂

后，可怕的猪瘟在很短的时间内“吞
噬”了他的养猪厂。“那次是血本无
归，给了我一次惨痛的教训。”陈刘
和说，家人都劝他安安稳稳种油茶，
不要再养猪了，风险太大。可他却
重整旗鼓，找到问题根源后再次买
来了猪仔。如今的养猪厂即便是他
也不能随便进，只有特定的几个养
殖人员，经过严格消毒和隔离后才
能进去工作，目前厂里年出栏生猪

已达5000多头。
不仅如此，陈刘和还在养猪厂

和油茶种植基地之间建立了新的
“生产链”。“现在的养猪厂采用的是
生态种养结合的养殖模式。”陈刘和
介绍，他将猪的粪便经过工业化处
理后，作为油茶的种植肥料。

记者仔细观察，看到山茶林中
有着各种肥料输送管道。为了让
这些肥料能实现全产全销，陈刘和
为周边村民的油茶林也铺设了管
道。陈刘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猪
的排泄物不仅可以为千亩山林每
年节省 10 万元左右的成本，而且他
们产出的纯绿色山茶果榨出的山茶
油，每斤还能增值 5 到 6 元，真正帮
助林农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双效丰收。

做大产业促进增收

产业链越拉越长，千亩山林的
“赋能”发展之路也越走越宽。“从最
初的生产端到最终的消费端，还存
在着无数的增收创富可能。”陈刘和
兴奋地说，“以后我们会尝试线上直
播，多渠道、多平台宣传和销售产
品，让山茶油系列产品销往更广阔
的市场。”

最近，陈刘和
在和“丽水山耕”做进一
步对接，让他们的油茶
品牌加入“丽水山耕”并
入驻“丽水山超”，提升
山茶油品牌知名度和市

场影响力。
陈刘和告诉记者，“一亩山万

元钱”只是新的发展起点，他要带
领大家把一粒油茶果做成一个大
产业，油茶籽榨出的茶油，作为高
品质食用油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
初榨之后的茶籽饼粕，可应用于农
药、医药、日化等行业；提取出茶皂
素的茶粕则成为抢手的有机肥料、
有机饲料⋯⋯在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他要牵起更多人的手走向共同
富裕。

对于没有条件发展油茶产业的
村 民 ，陈 刘 和 则 把 他 们 聘 请 为 员
工。“我在油茶基地上班已经五六年
了，单是在油茶果收获的 1 个月里，
我就能赚到五六千元。”60岁的刘根
兴是陈刘和油茶基地的老员工，主
要负责打理油茶基地和采摘油茶
果，他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村民还
有几十个，大家每年都能赚到一笔
不少的“养老钱”。

油茶花盛开时节，漫山遍野的
白色小花点缀在山林之中，美不胜
收。生机盎然的景象吸引着大量
游客前来观赏游玩，陈刘和又有了
新想法。“千亩油茶林可以在农闲
时 做 研 学 基 地 ，带 动 乡 村 旅 游 发
展。”陈刘和说，他的基地曾接待过
五六批的研学团队。而在油茶花开
满山坡时，基地免费开放，无形中带
动了山下农家乐民宿等乡村旅游经
济的发展。

陈刘和说，他的千亩山林“赋
能”梦还没有结束，只有不断探索，
才能让更多人在“一亩山”里掘出更
多的“万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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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茶农盛文斌带动乡亲增收，到贵州等地产业帮扶

一片绿叶书写致富经
本报记者 孙 良 通讯员 俞临新 陈叶静

共富路上带头人

盛文斌（左）帮扶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 2 户农民建起 10 亩爱
心茶园。

盛文斌（右）与茶农现场交流茶苗种植技术。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刘和查看油
茶树的长势。

陈刘和在晾晒
油茶果。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4 月 6 日，最后一批“金凤凰”茶
苗从新昌县天姥山脚下的城南茶苗
育苗基地装车，运往四川省自贡市
荣县观山镇。

“3 月份以来一直是茶苗产销
的旺季，我和合作社的茶农天天忙
个不停，一车车的茶苗每天从合作
社的育苗基地运往全国各地，包括
广西、云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
这些茶苗，可以帮助不少大山里的
村民增收呢。”新昌县科农茶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盛文斌高兴地告
诉记者。

躬身侍茶 10 多年，盛文斌将一
片绿叶变成了神奇的“金叶子”，他
不仅带动家乡山区村民种植茶苗，
实现增收致富，还让良种茶苗走向
全国，特别是帮扶中西部地区发展
茶产业。他将自己的茶苗取名“天
姥金叶”，寓意是：播种满山的绿
叶，收获共富的春天。盛文斌也因
此获得浙江省“最美退役军人”、绍
兴市乡村振兴“领雁计划”人才等
荣誉。

扶持茶农“零成本”创业

位于新昌县七星街道的中国茶
市 ，是 全 国 有 名 的 龙 井 茶 交 易 市
场。茶市里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门楣上挂着一块“天姥茶院”牌匾。

“天姥茶院，是我心中的一块共
富‘试验田’。”盛文斌一边煮茶一边
对记者说，“茶农们的茶苗，就从这
里走向全国。”

1987年出生的盛文斌是新昌县
回山镇新市场村宅后王自然村人，作
为“茶二代”，自小与茶结缘。2011
年，盛文斌退役返乡，决定续存儿时
梦想，在茶上面干一番事业。父亲做
了多年茶苗生意，但一直限于小范
围、老客户。盛文斌决定建立茶苗网
上交易平台，当时光推广费一年就要
10万元，父亲知道后对此坚决反对。

彼时的盛文斌已敏锐捕捉到农
产品触网的巨大发展空间。他一边
说服父亲，一边钻研网络营销技巧，
将自己的茶苗信息传递至全国各
地。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第一个从
网上得到信息的大客户来新昌考察

时，盛文斌将对方请进了家里。短
短 5 个月，盛文斌赚到了第一桶金，
父亲服气了。

一人致富不算富，大家富裕才
算富，盛文斌想着自己的茶苗销路
打开了，是否可以带动乡亲一起增
收。于是，他成立了新昌县科农茶
树专业合作社，联合周边茶农，统一
技术措施，统一茶苗规格与质量，统
一销售，保证丰产丰收。

合作社发展起来后，盛文斌又
找到那些想种茶又缺乏资金的农
户，免费借予资金，扶持他们“零成
本”创业种茶苗，自己承包销售，赚
来的钱再抵借款。

在天姥茶院，三三两两的茶农
进进出出。说到加入合作社，回山
镇新市场村茶农盛伯权至今感激盛
文斌借给他的 15 万元创业金。“我
拿钱承包了 10 亩地，跟着种茶苗，
后来苗圃越做越大，最多一年我销
售收入 100 余万元。”来自镜岭镇、
澄潭街道的茶农杨小明、王宣尧告
诉记者，加入合作社后平均每年收
入都在 40 万元以上，他们在县城买
了房子和轿车。“没想到我们老茶农
能靠种茶苗致富，以前都不敢想。”
盛伯权说。

“我从小就深知茶农的艰辛，就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联合茶农乡亲，

让茶山变成大家致富的‘金山’。”盛
文斌说。

搭上科研创新“快车”

一入行，盛文斌就做了市场调
研，发现 2010 年新昌茶苗量价齐
跌，从 1 亿株骤降到不足 5000 万
株，价格更是跌至 5 分钱一株，育苗
户都亏本。这让盛文斌唏嘘不已，
同时坚定了他要做高品质茶苗的
决心。盛文斌开始找县里的老茶
农“取经”，但老茶农告诉他，“光找
我 们 不 行 ，你 还 得 找 上 面 的 专 家
去。”

一次，盛文斌被一本茶树育苗
书吸引，他找到作者单位——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为了深入
学习茶苗知识，他索性在研究所附
近租了房子，当起专家的“学生”，一
住就是1个月。回到新昌后，盛文斌
带着合作社茶农每天蹲在田间地
头，进行育苗试验。1 年后，他们改
良、培育、研发的“中茶 111”等茶苗
新品种，迅速走上市场。

合作社成为茶科所的育苗基
地。茶科所向合作社提供新品种穗
条 ，合 作 社 向 茶 科 所 提 供 优 质 苗
木。这样的联合，让新品种有了试
验平台，也让茶农搭上了科研创新
的“快车”。合作社拥有“茶叶种植
的开沟机”等发明专利6项，“天姥金
叶1号”等多个茶叶品种纳入国家品
种登记。

凭借着茶苗长势好、品种好、成
活高、成园快，合作社成员从 5 户迅
速增长到 50 多户，育苗基地扩大至
新昌5个乡镇。截至目前，累计带动
该县 3000 余户农户增收，提供扶持
资金 1500 余万元，带动该县农民就
业人数累计超20万人次。

走进新昌县东茗乡金山村，一
个巨型玻璃温室已经建成，里面正
在布置苗床。这是全省第二批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建设县项目——
大佛龙井育苗环节数字化示范项
目。作为新昌县首个数字化育苗基
地，项目通过数字化管控技术，突破
茶苗育种期，提升亩产效益，为茶产
业打造全产业链数字化提供样板，

助力茶业增产、茶农增收。
“我希望为有志在茶产业等农

业领域创业的年轻人提供技术服务
和市场对接。”盛文斌说。

产业帮扶中西部地区

“记得每天要及时浇水，刚种下
去的茶苗一缺水就会枯叶，有问题
随时与我们联系。”前不久，新昌儒
岙茶苗基地的一批茶苗“远嫁”到了
湖北省咸丰县，盛文斌一直牵挂着，
有空就打开视频对茶农进行远程技
术指导。

随着合作社不断壮大，盛文斌将
茶农的茶苗发往了全国各地，特别是
在中西部地区开始了产业帮扶。

2016 年，盛文斌无偿提供种植
技术、管理方式和茶叶加工制作培
训等，帮扶贵州省榕江县乐里镇发
展 新 茶 园 5000 余 亩 ，年 产 值 达
1000 多万元，不仅促进了当地茶农
户均增收1万元，还带动村里的留守
妇女、老人就近就业。2019年，盛文
斌又向该镇捐赠 20 万株黄金芽茶

苗和制茶设备，助其打造“七十二寨
金凤凰”茶叶品牌。

了解到广西百色市田林县高龙
乡对发展茶产业很有积极性，盛文
斌实地考察一番后，帮他们精选优
质茶苗，帮扶发展茶园 2000 亩。茶
农们担心茶叶销路，盛文斌就将 10
多 台 炒 茶 机 运 到 当 地 ，建 立 炒 制
点，连续 3 年专门收购当地的茶青
进 行 炒 制 ，帮 助 当 地 茶 农 销 售
茶叶。

自古以来，四川省阿坝州因茶
马古道而闻名，阿坝州小金县老百
姓也有喝茶的习惯，但没有种植茶
叶的历史，发展茶产业，成为当地山
区农民增收致富尝试的途径之一。
2020 年，盛文斌捐赠的 1 万株茶苗
落地小金县，首次在高海拔地区进
行试种。

“茶苗成长期3年，受高海拔、低
温冰冻等不利因素影响，目前试种
的存活率在 50%，我们会和小金县
农艺师继续保持品种和技术的改良
探索，努力种好茶叶，积极推广，增
加当地茶农的收入。”盛文斌说。

盛文斌

中共党员，新昌县科
农茶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累 计 带 动 新 昌 县
3000 余户农户增收，
带动农民就业人数累
计超 20 万人次；对贵
州、广西等地进行产
业帮扶。

陈刘和

森老大板栗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助力莲都区 2000 余农
户就业增收，长期指
导农户种植农作物，
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惠及农户数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