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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下，春色漫卷。在江口县坝盘镇挂扣
村九龙山生态茶叶基地，茶农王夕顺与同伴手牵
遮阴网向分站两侧同步前进，为嫩芽初绽的茶树
覆上一层“防晒衣”。“遮阴是生产抹茶的关键一
步，必须谨慎对待。”王夕顺说。

10年前，这里还守着传统名茶老手艺；10年
后，铜仁抹茶香飘全球40多国。今年开年，贵茶
集团 36吨欧标抹茶启航北美，创下出口新纪录。
从深山茶园到国际餐桌，从技术突围到文化破
圈，这抹“贵州绿”如何改写茶业版图？笔者深入
探访，揭秘背后的创新密码与共富故事。

生态筑基 科技破局
“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是贵州抹

茶的天然优势。”贵州贵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蒙祖德说。2013年，一次合作商的偶
然询单，揭开了贵州绿茶的“第二生命”——全省
700万亩茶园中，近 80%的茶树品种适合制作抹
茶；机械化采摘使鲜叶下树率大幅提升，茶农亩
产综合收益显著提高。

“生态优势+科技助力，让我们从追标准变成
别人的参照标准。”在江口县“世界抹茶超级工
厂”内，蒙祖德看着轰鸣的球磨机感慨。这座全
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正利用平均目数
1000目的超微颗粒技术，将贵州茶的“鲜”与“绿”
锁入粉末。

今年 2月，36吨符合欧盟 500项检测标准的
抹茶从这里发往北美。蒙祖德透露，秘诀在于全
产业链技术革新：茶园遮阴覆盖精准，蒸汽杀青
留翠保鲜，低温研磨锁藏本香。目前，贵茶已手

握13项专利，参与或主导制定《贵州抹茶》等12
项 地 方 或 行 业 标 准 ，其 产 品 通 过 HACCP、
FSSC22000等认证。

市场用数据回应创新。2024年，贵茶集团综
合产值 4.38亿元，其中抹茶贡献 3.02亿元，线上
销售暴增300%。截至目前，贵茶产品已出口全球
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日本泉盛集团、海底捞、益
禾堂等国内外头部企业达成合作。

绿链延伸 乡村蝶变
凤冈县茶农徐洪平的账本，记录着产业变革

的力量：加入“贵茶联盟”后，务工工资收入 4万
元，种植茶叶收入4.5万元，家庭年收入从万元左
右增至 8.5万元。“联盟统一提供技术，鲜叶收购
价比市场高。”徐洪平说。

这份“共富账本”背后，是“龙头企业+联盟+
农户”的产业生态强力支撑。2015年，贵茶集团
成立“贵茶联盟”，联合全省22个县（市、区）61家
茶企，建成14万亩欧盟标准茶园，实行“五统一”
管理，全链条把控，带动超10万户茶农增收，涉
茶人员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

“抹茶销路越来越广，我们的信心也越来越
足。”江口县种植大户陈春莲经营着 500余亩茶
园，一年里，仅工资支出就有100余万元，不仅让
周边村民有了稳定收入，也让她的事业越做越
红火。

产业链下游，抹茶产业发展影响不断外溢。
本土包装企业成功研发避光铝箔袋，解决储存和
运输品质损耗问题；地方小吃创新产品，抹茶面
条、抹茶米豆腐等身价翻倍；茅台有机肥成为茶

园专用肥料，既保证了茶叶品质，又实现了资源
高效利用，促进抹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传统新生 品牌破圈
“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结果完全没踩雷。”在

贵阳市南明区贵茶潮饮烘焙概念店，广州游客李
春艳端着抹茶甜品打卡拍照。店内，年轻人既能
详细了解贵州抹茶文化，又能把欧标抹茶、贵茶
礼盒等文创伴手礼带回家。

品牌新生的核心，是传统与潮流的碰撞。贵
茶集团将非遗苗绣、蜡染等元素融入包装设计，
研发“抹茶+地方食材”创新口味；在短视频平台，

“抹茶的100种吃法”话题吸引数十万网友参与。
在梵净山抹茶大会上，抹茶米豆腐、抹茶酸奶等
创意小吃，让参观客商感叹：“抹茶还能这样做！”

文化叙事推动产业升级。2024年，“贵州抹
茶”借势全网爆火的“农业大摸底”强势出圈，相
关话题播放量超 2亿次。贵茶集团趁热打铁，推
出抹茶衍生品达30余款，抹茶冰淇淋、抹茶生椰、
抹茶拿铁成网红产品，抹茶果子、抹茶月饼等爆
款通过电商销往全国。

数据显示，2024年贵茶集团抹茶销量突破
1200吨，同比增长20%，市场需求呈井喷之势。

从深山默默耕耘到全球市场叱咤风云，贵州
抹茶用10年完成了一场绿色跃迁。当贵州的茶
香飘进纽约咖啡馆、东京茶寮、迪拜集市，世界正
通过这一抹东方绿意，看见中国茶业的创新魄力
与乡村温度。未来，随着10万亩抹茶基地的建
成与千吨级智能工厂的升级，“贵州绿”的故事，
注定更加馥郁悠长。

本报讯（曾锣强） 春分过后，
江口县民和镇黄柏山村茶叶基地
迎来白茶采摘的黄金期，不仅吸
引了周边的众多村民纷纷上山参
与采茶，更推动了白茶产业的产
量与收益双丰收，一幅“一芽一叶
一抹香，一人一篓采茶忙”的丰收
画卷正徐徐展开，为乡村全面振
兴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走进黄柏山村茶叶基地，漫
山遍野的茶树郁郁葱葱，嫩绿的
新芽缀满枝头、饱满柔嫩，空气中
弥漫着清新茶香。100余名村民
分布在茶垄间，指尖翻飞如蝶，
将片片翡翠般的嫩芽收入篓中，
动作如行云流水。“生在茶山，住
在茶山，在这个采茶的季节，我
们每个人都能上山采茶，按我这
个速度，每天能采 7到 8斤，工资
150元到 200元之间，离家近，能
照顾到家里面。”黄柏山村村民
吴小英说。

黄柏山村茶叶基地建于2012
年，面积2350亩，最大程度保留了
白茶的鲜活性成分，茶叶清甜鲜
爽、苦涩感极低，具有抗炎、降血
糖、增强免疫力等功能，深受市场
青睐。“我们这一片茶园有2000多

亩，现在采的是白茶，现在有100
余人采，一天能采下来将近1000
斤，每天上午称一次，下午称一
次，称下来，马上运到厂房加工，
当天的茶叶加工完，第二天早晨8
点钟，我们就发货，发到浙江这一
带。”黄柏山村茶叶基地负责人王
银萍说。

近年来，民和镇依托良好的
生态气候环境，不断加快推进茶
产业发展，着力构建茶旅融合新
模式，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
品附加值，全力推动茶产业朝着
更优质、更高效的方向发展。目
前，茶产业已成为该镇带动群众
增收、促进经济发展和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的优势产业之一。“当前
正值春茶采摘的黄金时期，民和
镇抢抓晴好天气 积极组织各村、
社区在家群众平均每天 200余人
次到黄柏山生态茶叶基地采茶，
更好地服务茶企发展，助力群众
增收。接下来，民和镇将紧紧围
绕全县‘2+2’主导产业，利用‘龙
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紧
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持续发力，将
生态茶产业做大做强。”民和镇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卫远说。

本报讯（舒美慧 龙朝斌） 近
年来，江口县德旺乡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茶
寨村为示范，通过“山上种白茶、
林下种药材、坝区种贡米”的立体
农业布局，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探索出一条强村富民新路径。

山上白茶注入增收活水。依
托山地生态资源优势和独特气候
条件，通过“党支部+合作社+企
业+大户+散农”模式，在大溪沟
组、茶寨坝组等地种植白茶 2100
余亩，通过精细化管理、科学化管
护、市场化运作，白茶亩产值从
2013年的800元跃升至2024年的
5000元，年带动约2万人次群众务
工，发放人工工资 300余万元，带
动群众人均增收近 8000 元。同
时，通过茶园物业出租模式带动
村集体创收 3.28万元，有力实现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林下药材释放生态红利。紧
扣全县“134”现代产业体系布局，
采取“村集体合作社+大户”模式，
在核桃坪组因地制宜发展林下淫
羊藿 500亩，成功打通“生态”与

“富民”的转换通道，实现林业生
态价值的有效转化。目前，淫羊
藿种植基地进入精细化管理阶
段，通过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
等常态化管护，带动群众灵活就
业 2000余人次，发放务工工资 22
万余元，成功将“闲置林地”转化
为“致富宝地”，为群众开辟“家门
口就业”新渠道。

坝区贡米激活产业动能。依
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茶寨村优质
粮油示范基地建设等生产条件改
善和“茶寨贡米”成功注册为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优势，按照“统
一供种服务、统一种植标准、统一
收割加工”思路推进茶寨—交界
稻油轮作示范基地建设，全力打
造江口的“精品粮仓”。2024年，

“茶寨贡米”种植面积1359亩，覆
盖239户农户，村集体合作社精加
工“茶寨贡米”1.5万余公斤，通过
线上线下销售至广东、浙江、上
海、新疆等多地，销售收入18万余
元，实现从“产得出”向“卖得好”
跨越，产业动能持续激活。

近日，江口县德旺乡净河村村民在采摘春茶。 李鹤 摄

德旺乡发展山地立体农业
推进强村富民

民和镇白茶采摘忙

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讯（谭旭飞） 近年来，江口县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下的易地搬迁安置点治理新路径，通过
强化党建引领、强化服务水平、强化内生动力“三
大举措”，扎实推进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各项工作，强力筑牢易地搬迁安居根基。

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善治格局。优化网格管
理。坚持党建引领，以精细化管理为导向，建立
完善“党支部+楼长”管理模式和“居委会—网格
—楼栋”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将全县8个移民安置
点合理划分为17个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17名，
进一步规范网格员巡查走访、信息采报、政策宣
传等职能职责，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
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加强与县直部
门协调联动，健全完善“吹哨”事项权责清单，进
一步明确社区可“吹哨”事项，细化住建、民政等
县直部门职责边界。2024年，通过“社区吹哨、部
门报到”机制联动县直部门高效解决民生难题35
件，办结率100%。抓实“红色物业”。大力推行

“红色物业”工程，积极探索“党建+物业+治理+
服务”的管理机制。截至目前，全县8个安置点均
建立业主委员会，其中盛世兴隆、梵瑞社区 2个
800人以上的安置点实现物业标准化管理；梵瑞
社区 2023年被评为全省易地扶贫搬迁物业服务

管理示范社区，2024年成功争创省级示范社区，
以标杆引领提升全域治理水平。

强化服务水平，筑牢保障基石。完善基础设
施。全力统筹协调各项资金持续完善易地搬迁
安置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便民服务
站、老年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休闲广场等
基础服务设施。2024年，共整合各类资金1643
万元进一步完善了安置点医疗、教育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产业等，有力保障了搬迁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各类需求。强化民生保障。严格落实易地
扶贫搬迁相关政策，充分保障搬迁群众各类权
益。进一步健全完善搬迁群众最低生活保障和
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搬迁困难
群众实行“应保尽保、应兜尽兜”。2024年，发放
低保金1595.82万元、惠及 4047人，建成梵瑞社
区老年助餐点1个，资助梵瑞社区困难学生13
名，落实住房保障13户。丰富文化生活。充分发
挥各搬迁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用，丰富搬迁群
众精神生活。2024年以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 50余次，服务群众1.5万余人次。
特别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到各
搬迁点进行巡回演出的同时，组织发动当地群众
自导自演不少于4个节目，深受群众欢迎和好评，

持续增强了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强化内生动力，激发就业活力。健全就业服

务体系。通过主动走访辖区企业、对接工业园区
用工需求，建立企业岗位信息库；同步开展入户
调查、线上问卷等方式摸排居民就业意向及技能
特长，形成“就业需求清单”建立“需求摸排+精准
对接”双向服务机制，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
里”。2024年，组织线上线下招聘会 5场，发布岗
位需求1.6万余个；进行“点对点”返岗专车服务4
次，精准输送 68人外出务工。充分拓宽就业岗
位。持续实施“六个优先”，县直各部门、乡镇（街
道）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优先满足搬迁群众，全县
共开发公益性岗位471个用于各安置点搬迁户，
让更多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提升就业技能
水平。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建立

“技能培训+岗位适配”联动机制，通过“订单式培
训”“定向式输送”等模式，针对性开展焊工、养老
护理等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
人、带动一户”。2024年，共进行技能培训 282人
次，大大增强就业竞争力；全县7231名搬迁劳动
力中6880人实现就业，户均就业率100%。

南方电网江口供电局工作人员走进茶企，细致检查用电设备，及时
排除隐患，为茶企安全生产供电，助力平稳高效生产。 吴瑾 摄

本报讯（黎福慧）“小驿站‘体现’大民生”。
4月10日，位于江口县城商业街的工会驿站投入
使用，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冷可取暖、热可纳
凉、餐可加热、渴可饮水、累可歇脚、雨可栖身、伤
可用药”的舒适休息场所，也成为了户外劳动者
的能量补给站。

走进工会驿站，室内区域配备有饮水机、微
波炉、空调、座椅、雨具、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
便民设施，具备让户外劳动者饮水、歇脚、避雨、
取暖、纳凉等功能，在外也能够享受到家的温暖。

“这个工会驿站在县城中心商业街地段，里
面设施齐全，我平常负责这附近的外卖送餐工
作，空闲下来的时候可以来这个驿站喝水、充电、
休息，为我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外卖人员
吴奕说。

“现在有了24小时工会驿站，我们忙完了，随
时可以进来休息，这里环境也很不错，对我们来

说特别的暖心。”环卫工人龙元钗说。
据了解，江口县城商业街“工会驿站”是该县

总工会于 2024年 6月建设的，占地面积约18平
方米，驿站配备了智能门禁系统，户外劳动者通
过“刷脸”即可进入，可提供 24小时全天候“不打
烊”的智能服务。

“‘工会驿站’是用爱心善意连接户外劳动
者，用真情架起关爱的桥梁，驿站的建成投入使
用，旨在把党和工会的温暖传递到每位户外劳动
者心里，让户外劳动者享受到家的温暖，比如冷
了有暖气烤，热了有空调吹，渴了有水喝，让他们
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尊
重和关心。“江口县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委主任
张兴海说。

工会驿站的建设是工会服务职工、关爱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江口县总工
会不断推动驿站在数量上增加、范围上拓展、功

能上增强、服务上增效，以覆盖重点区域建设为
目标，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合理布局驿站点位，提
升为民服务能力，真正让工会驿站成为服务广大
户外劳动者的新渠道和最具温情的城市新名片。

“自 2020年以来，江口县总工会以‘建家、爱
家、暖家’为理念，先后共投入 20余万元，在城区
主干道、物流园区、建筑工地、县域景区建成20个
工会驿站，现在已经打造出2个24小时服务的驿
站，服务 2万余人次；其中，获得全国最美工会驿
站5个，省级工会驿站示范点7个。下一步，县总
工会将继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提质扩面，以工会
驿站作为服务职工群众的前沿阵地，健全优化驿
站服务内容和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便捷、
更贴心的工会服务，真正将驿站打造成‘暖人心、
聚人气、有温度’的温馨港湾。”江口县总工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昌礼说。

4 月 13 日，江口
县组织相关部门开展

“4.15”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国家安全在
身边”公园普法互动
主题活动。

黎福慧 摄

江口：工会驿站暖人心 惠民服务“零距离”

江口三措并举筑牢易地搬迁安居根基

从“跟 跑”到“领 跑”
——贵茶集团开拓抹茶产业新版图

钟明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