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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凤冈县永安镇田坝社
区，满目皆绿。

连绵起伏的茶山上，茶农细心
查看春茶长势；茶叶生产车间里，
设备正在调试中；茶庄接待着慕名
而来的游客，改造、扩建工作加紧
推进。

忙碌的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的
目标：以茶为媒，日子越来越红火。

因茶而变、因茶而兴，田坝的
嬗变来自一片片茶叶。

20世纪90年代，缺水的田坝
田坎种上了耐旱的茶树。进入21
世纪，田坝茶园面积陆续扩大，茶
叶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在“茶旅一体化”生态发展模
式助攻下，田坝社区茶产业不断
壮大，村民持续增收。去年，社区
步入“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行列。

如今的田坝，茶园美景里处处
是美好生活。

种出富民产业

“再过半个月，今年的春茶
就开采了。”村民陈吕强走在茶
园小道上，仔细查看春茶春芽萌
发情况。

对于去年的收入，陈吕强相当
满意：“13亩茶园纯收入接近7万

元，在驻村公司基地管理茶园，一
年还有6万元收入。”

“由于水资源较少，我们这里
种水稻、玉米的收成都不太好，所
以我家从20多年前就开始种茶。
茶青拿出村卖，价钱比种其他农产
品高。后来有了政策支持，村里茶
农增加，也有了加工企业，茶青价
钱更高。”陈吕强说。

茶苗、生物肥免费发放，另有
奖励资金……说起这些年获得的
种茶补助，陈吕强赞不绝口：“看着
老茶农收入可观，且政府支持力度
大，种茶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村民陈昌勇家有3亩茶园。“我
们都是高标准种植，不喷洒农药，
只用生物有机肥。”陈昌勇说，这
样的茶青品质好，能卖好价钱。

“茶叶一年能为我带来2万多元的
纯收入。”

在田坝，像陈吕强、陈昌勇一
样靠茶“吃饭”的茶农有 2100 多
户，共发展茶园2.8万亩，人均拥有
茶园面积2.8亩。

同时，在政府牵线搭桥下，各
级专家到村里传授有机茶种植技
术，减少病虫害，提高茶叶产量。

“以前我们卖得最多的就是用
来制作毛峰、翠片的春茶，现在夏
秋茶也能卖给村里的茶企加工出
口。采摘期增加2个月，收入也增

加了。”陈吕强说，茶树浑身是宝，
修剪下来的茶枝、茶籽也能卖出好
价钱，现在一亩茶的产值比以前增
加1500元左右。

唱响强农品牌

广大茶农大力种茶的底气，来
自田坝社区83家茶叶加工企业。

随着茶产业的发展，田坝一大
批农村能人购置设备办起了茶叶
加工厂，从茶农变为茶商。在一
系列政策支持下，茶叶加工厂逐
渐走向标准化、规模化，产品不仅
在国内市场占得先机，更是远销
国际市场。

“产量增加，加工更是马虎不
得，我们要争取成为国家级龙头企
业。”贵州省凤冈永田露茶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其鹏十分注重加工
技术的提质升级，计划在现有2000
平方米厂房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
设高标准厂房，提高茶叶制作率和
品质，以满足出口产值达到1.5亿
元的规划。

该公司是田坝率先发展出口
茶的企业，2021年出口额突破亿
元。现在，田坝发展出口茶的企业
不在少数。

从零出口到2021年出口额近
6亿元，靠的是茶企和当地政府的

共同努力。
自2018年以来，凤冈县加大

力度招商引资，拓宽市场渠道，及
时兑现政策奖励，提高企业出口积
极性。2021年，该县出台《凤冈县
打造茶叶出口大县实施方案》，引
进7家国际市场带动能力强的对外
贸易企业，进一步拓宽出口渠道，
让凤冈茶出海扬“茗”。

“无论如何发展壮大，核心关键
还是严格管控茶叶质量，坚持走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路
径。”田坝社区党支部书记喻启波
说，接下来，在做强茶品牌的同时，
社区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探索茶
籽炼油技术，开发食用茶油等产品。

茶旅融合势头强

从种植到生产，在田坝，对茶
的探索从未止步。

紧抓资源优势，田坝结合优良
的茶叶资源与生态环境、文化底
蕴，以“茶区景区一体化、茶旅基础
设施一体化、茶旅文化一体化、茶
旅品牌一体化、茶旅商品一体化”
为途径，探索出“茶旅一体化”发展
新模式。

依托不断完善的茶区公路、茶
海观光步道等基础设施，和愈发响
亮的“凤冈锌硒茶”公共品牌，贵州

省凤冈县田坝魅力黔茶公司建起
了田坝红茶庄园。紧邻生产车间、
被茶海环绕的茶庄，形成了茶园休
闲观光、茶叶采摘体验、手工制茶
体验、茶文化研学的吃、住、游、学、
娱的茶旅实体。

“茶庄自2019年投入运营以
来，每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盈利
100万元以上。”正忙着接待兴义
100余人团队开展茶艺培训的贵州
省凤冈县田坝魅力黔茶公司副总
经理周朝学说，为中小学生普及茶
文化、承办茶园瑜伽活动、提供休
闲度假服务、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等，已成为茶庄的主要业务。

以茶促旅、以旅带茶，田坝利用
茶叶开发旅游品牌，将旅游体验融
入茶产业各个环节，发展起36家特
色茶庄，“茶旅一体化”这一乡村旅
游品牌，得到广大游客肯定。数据
显示，2020年田坝游客接待量突破
72万人次，实现一二三产业综合收
入7亿元。实施茶旅一体化后，大
量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种植养殖业
转移到茶叶加工、销售、运输、贮藏，
以及茶旅餐饮、食宿等服务行业，间
接带动就业，为当地经济与生态建
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茶叶写出“富民”大文章，田
坝的故事还在继续。

（据《贵州日报》）

因地制宜种茶叶 提质增效强品牌 茶旅融合游客多

田坝社区致富三部曲

20222022年年33月月66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本报讯（记者 张婷）今年以
来，新蒲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
窗口日均接待群众300余人。为
更好地服务前来办事的群众，遵
义市公安局新蒲公安分局在窗口
安排专门导办人员，积极引导办
事群众开展“网上办”“自助办”。
同时，增加了两个“一窗通办综合
窗口”，确保窗口工作有序进行。

此外，持续开展代办服务、陪同服
务、预约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
务和绿色通道服务、每周七天工
作制等特色服务。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适应新
时代需求，针对在窗口办理业务
的年轻群体，该分局积极拓展“指
尖服务”新领域，在新蒲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政务大厅配置了自助照

相设备、居民身份证自助申领设
备、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自助居
民身份证领取机，并依托交管
12123、贵州公安、贵州政务服务
网、多彩贵州等服务渠道，加大自
助设备和APP推广应用，将业务
办结时间压缩50%以上，业务量
同比增加15%以上，极大地方便
了办事群众。

新蒲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多措并举提升服务效率

3月1日，遵义市公安局播州分局举行涉案财物发还仪式，
将近期追回的被骗财物悉数返还给群众。图为群众签字领回
被骗的车辆。 （记者 王秦龙 摄）

本报讯 这段时间，2022年
东西部劳务协作珠海市香洲区

“春风送岗职达香洲”务川自治
县专场招聘会正在持续举行。
招聘企业涵盖家具、电商、服
装、餐饮和电子等行业，提供
1400多个岗位。

据了解，从2月12日开始
至3月10日，务川自治县专场
招聘会将连续举办5场。自珠
遵两地劳务协作开展以来，务
川自治县积极与珠海市香洲
区加强协作，搭建供需双向交
流平台，精准做好岗位推荐、
人岗匹配工作，通过“春风送
岗”等活动，畅通就业渠道，有
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的良性循环。

“送岗上门”解决眼前，“校
企合作”则着眼未来。前不久，
务川中等职业学校首批204名
应届毕业生登上开往珠海的大
巴车，开启了前往珠海顶岗实
习旅程，也为今后就业或升学

打下基础。
一些人选择外出就业，而

易地扶贫搬迁户申彩艳则选择
在家门口的棒球生产扶贫车间
上班。这个车间是珠海市香洲
区与务川自治县劳务协作的第
一个项目，于去年8月落户大坪
街道敬贤社区，重点吸纳社区
妇女、老人以及残疾人等群体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据介绍，车间通过计件发
放工资，每缝制一个棒球 2.5
元，上班时间比较灵活，工人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工作时
长，人均月工资超过2000元。

就业稳，群众才会心安，
日子才有盼头。务川自治县
依托劳务协作帮扶政策，完
善人才选派机制、加强人才
技能培训、创办扶贫生产车
间，“输血”与“造血”相结合，
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全力助
推乡村振兴。

（务宣）

务川自治县

搭建供需交流平台
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图片新闻

为了方便村民出行，余庆县敖溪镇指挥村大坪顶村民组发
起倡议，筹集资金实施通组公路扩建。倡议得到该村民组村民
的响应，70余户村民自筹资金3万余元，计划将3米宽通组公路
扩至5米，预计扩宽长度1公里。 （记者 一丁摄）

近年来，播州区委老干局积极组织退休干部当起乡村振兴
指导员，帮助村支两委理清发展思路、抓好农业生产、推进基层
治理、谋划产业发展。图为市委选派退休干部罗吉胜（左）在洪
关乡了解特色产业发展。

（唐兴禄熊状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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