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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任 丽

““我们不仅卖茶叶还推介美丽的风景我们不仅卖茶叶还推介美丽的风景””

三 月 的 陕 南 ，春 风 十 里 ，不 如 茶 香

一缕。走进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熨斗

镇 、喜 河 镇 、后 柳 镇 的 万 亩 茶 园 ，一 垄

垄 茶 树 沿 山 势 蜿 蜒 ，采 茶 人 的 身 影 点

缀 其 间 ，勾 勒 出 一 幅 生 机 盎 然 的 美 丽

乡 村 画 卷 。 近 年 来 ，熨 斗 、喜 河 、后 柳

三 镇 被 定 位 为 县 域 茶 产 业 核 心 基 地 。

3 个传统茶乡以“一片叶子”为媒，推动

茶 产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的 融 合 发 展 ，不 仅

让 茶 园 变 景 区 ，更 让 游 客 从 旁 观 者 变

为参与者。

“五美”振兴路

石 泉 县 地 处 秦 巴 山 间 ，汉 江 穿 城

过，古道通川陕，“明月松间照，清泉石

上 流 ”是 石 泉 名 称 的 来 由 。“ 依 托 优 越

的 生 态 环 境 ，我 们 积 极 开 展 茶 园 观 光

采摘、茶文化品鉴体验、茶园养生度假

等 活 动 ，着 力 推 动 茶 旅 融 合 发 展 。”石

泉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广 电 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李 华 介 绍 ，“2024 年 ，全 县 接 待 游 客

645.9 万 人 次 、出 行 总 花 费 达 39.08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7.75%、8.24%。”

喜 河 镇 是 石 泉 县 茶 产 业 发 展 镇 之

一 ，近 年 来 在 发 展 壮 大 茶 产 业 上 精 耕

细 作 ，辖 区 的“ 雁 山 茗 峰 ”“ 汉 水 晨 雾 ”

两 个 品 牌 茶 产 品 获 评 A 级 绿 色 食 品 ，

“ 汉 江 茶 韵 香·石 泉 振 兴 美 ”采 茶 季 活

动，吸引众多游客观光体验，让小茶叶

散 发 无 限 活 力 ，成 为 撬 动 一 方 百 姓 致

富 的 杠 杆 。 喜 河 镇 走 出 了 一 条 生 态

美、村庄美、产业美、生活美、风尚美的

“五美”振兴路。

“ 茶 园 成 了 景 区 ，我 教 游 客 采 茶 ，

我们都很开心。”茶山上茶农的转变得

益于当地“茶园景区化”改造——通过

修 建 观 光 步 道 、观 景 平 台 ，引 入“ 茶 +

摄 影 ”“ 茶 +研 学 ”等 业 态 ，传 统 茶 园 变

身网红打卡地。

“ 采 茶 、制 茶 、品 茶 ，一 套 体 验 下

来 ，心 情 都 靓 起 来 了 。”面 对 喜 河 镇 档

山 村 60 公 顷 茶 园 ，西 安 游 客 李 女 士 不

停 地 按 下 相 机 快 门 。 像 她 这 样 的“ 茶

旅体验客”，已经成为三镇乡村旅游的

主力客群。

“我 们 不 仅 卖 茶 叶 ，还 推 介 美 丽 的

风 景 。 比 如 2023 年 ，喜 河 镇 引 资 建 设

了 江 野 星 空 营 地 ；2024 年 5 月 ，集 采

茶 、制 茶 、品 茶 、观 光 于 一 体 的 茶 旅 融

合 汉 江 游 览 基 地 项 目 桂 苑 投 入 运

营 。”石 泉 县 喜 河 镇 副 镇 长 向 凤 林 介

绍 ，下 一 步 ，他 们 将 聚 力 延 伸 茶 产 业

链 ，结 合“ 微 改 造 精 提 升 ”，突 出“ 茶 园

旅 居 ”“ 茶 文 旅 融 合 ”等 品 牌 ，并 且 依

托 后 柳 、熨 斗 两 镇 旅 游 资 源 环 线 ，以

及 本 镇 喜 河 雁 山 瀑 布 引 流 优 势 ，推 进

喜 河 镇 从“ 卖 好 茶 ”向“ 卖 风 景 ”转 变 ，

让 更 多 游 客 驻 足 喜 河 品 茶 游 玩 。

茶文旅共同发展路

熨 斗 镇 是 石 泉 县 远 近 闻 名 的 茶 叶

主产区。熨斗茶叶现代产业园地处巴

山秘境的中低山区，土壤富含硒元素，

雨 水 光 照 适 宜 ，可 供 参 观 体 验 的 生 态

茶园近 23 公顷。

近 几 年 ，不 少 中 小 学 生 到 熨 斗 镇

茶 园 研 学 ，体 验 采 茶 、制 茶 的 乐 趣 ，领

略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参加过茶山之

旅研学活动的石泉县第三中学学生陈

梦 洁 告 诉 记 者 ：“ 通 过 沉 浸 式 体 验 ，我

学 到 了 很 多 有 关 茶 的 知 识 ，希 望 能 再

来这里。”

熨 斗 镇 先 联 村 茶 叶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负 责 人 孟 天 毅 介 绍 ，茶 厂 采 用“ 公 司 +

合 作 社 + 基 地 + 农 户 ”的 经 营 模 式 ，不

断 完 善 茶 产 业 链 ，将 茶 产 业 打 造 成 了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 依 托 燕 翔 洞 、熨 斗 古 镇 等 景 区 ，

熨斗镇持续探索茶旅融合。通过茶园

观 光 、茶 叶 采 摘 、加 工 体 验 等 项 目 ，将

茶 山 打 造 成 新 景 点 ，带 动 各 产 业 联 动

发展。”石泉县熨斗镇党委宣传委员何

源 介 绍 ，该 镇 在 大 力 推 动“ 灵 雀 毛 峰 ”

“石泉柚子茶”“灵之雀翠峰”茶叶品牌

创 建 的 同 时 ，还 将 持 续 探 索 集 茶 科 技

研发与创新、茶文化继承与发展、茶文

旅打造与服务于一体的茶文旅融合发

展模式。

三产深度融合路

后 柳 镇 是 全 国 首 批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镇 。 2024 年 以 来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50 余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7.5 亿 元 ，还

吸引不少人返乡创业。

今 年 41 岁 的 李 强 是 返 乡 创 业 能

人之一。李强返乡后，经营着茶园、酒

店 、餐 饮 等 多 个 产 业 。“ 后 柳 镇 依 托 旅

游 资 源 优 势 打 造 农 旅 融 合 、茶 旅 融 合

‘ 新 样 板 ’，推 动 一 二 三 产 业 深 度 融

合。”李强以自己经营的碧水晨毫茶旅

有 限 公 司 举 例 ，流 转 了 700 亩 茶 园 ，茶

厂 每 年 收 益 超 过 200 万 元 ，带 动 周 边

80 余 名 农 户 务 工 ，人 均 增 收 6000 元 以

上。“通过茶旅产业助力家乡发展，我

感 到 很 荣 幸 ，而 且 很 有 信 心 继 续 做 好

这件事。”李强说。

“ 今 年 ，后 柳 镇 茶 园 面 积 达 到 600

余 公 顷 ，涉 及 磨 石 、一 心 、永 红 、群 英 、

金 齐 、黄 村 坝 6 个 村 ，计 划 从 3 月 22 日

开 始 春 茶 采 摘 ，春 季 产 干 茶 量 约 6 吨 ，

产值达 600 万元左右，可带动周边农户

500 余人就近就地务工，平均每人每天

增 收 150 元 。”后 柳 镇 党 委 书 记 武 绍 峰

算了一笔账。他表示，下一步，后柳镇

将 建 成 多 个 集 观 光 、采 摘 、加 工 、体 验

于一体的茶旅项目，带动乡亲们致富，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离 开 三 镇 茶 山 ，绿 浪 翻 涌 间 ，可 见

茶旅融合的智慧与汗水。从“卖茶叶”

到“卖体验”，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联

动 ”，当 传 统 农 业 遇 上 文 旅 思 维 、生 态

资 源 转 化 为 体 验 经 济 ，石 泉 三 镇 的 实

践 印 证 了“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如何让‘茶碗’端得更稳，让‘茶旅’融

合走得更远？答案就藏在采茶人的指

尖、游客的笑声中，以及那杯越泡越醇

的茶汤里。”李华如是说。

泡黑茶、品茶点、游茶园、食茶宴、

赏 茶 戏 、宿 茶 庄 、忆 茶 事 …… 进 入 3

月 ，到 湖 南 省 安 化 县 体 验 和 茶 有 关 的

玩 法 ，成 了 周 边 很 多 游 客 的 选 择 。 近

年来，安化县立足黑茶产业优势，坚持

“ 茶 旅 文 体 康 ”深 入 融 合 发 展 战 略 ，打

响“24 小 时 健 康 茶 生 活 ”品 牌 ，绿 了 山

坡 、美 了 乡 村 、富 了 百 姓 ，茶 旅 产 业 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

安 化 被 称 为“ 中 国 黑 茶 之 乡 ”，全

县茶园面积近 2.7 万公顷 ，是湖南省重

点产茶地区。分布广泛的茶园既是茶

农的生命线，也是发展旅游的好资源。

在 安 化 柘 溪 水 库 凤 凰 岛 茶 园 ，修

剪 整 齐 的 一 垄 垄 茶 田 ，依 偎 着 高 耸 的

雪 峰 山 脉 ，倒 映 在 碧 绿 的 柘 溪 水 库

里。“不收门票，风景如画，空气中还弥

漫 着 茶 香 ，这 种 美 景 谁 不 爱 ！”在 茶 园

半 山 腰 崭 新 的 柏 油 路 上 ，长 沙 游 客 张

女士将车停在安全位置，拍起照来。

茶 田 的 游 步 道 上 ，唐 溪 村 村 民 陆

耀军带着一帮人正在打扫台阶，“要清

理 干 净 ，方 便 游 客 行 走 。”淳 朴 的 笑 容

绽放在村民们的脸上，“为推动文旅产

业发展，政府给我们修了柏油路，方便

了游客，也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

们 要 把 茶 园 打 扮 得 漂 漂 亮 亮 的 ，吸 引

游客常来。”

“ 好 山 好 水 好 茶 田 就 是 用 之 不 竭

的 旅 游 富 矿 。”安 化 县 副 县 长 禹 丹 介

绍 ，近 年 来 ，安 化 县 立 足 黑 茶 资 源 优

势，以茶布景，发展乡村旅游，采茶、制

茶、品茶等业态不断创新发展，不少乡

村还设置了特色的茶旅休闲场景。

柘 溪 水 库 旁 边 的 唐 溪 茶 场 三 面 邻

水，是康养休闲的首选之地。近年来，

柘 溪 镇 政 府 积 极 融 入 安 化“ 茶 旅 文 体

康”融合发展布局，联合安化县梅山城

投集团有限公司以唐溪茶场为核心区

域 ，打 造 高 品 位 的 生 态 旅 游 度 假 区 和

特 色 民 宿 群 ，目 前 已 建 成 高 端 民 宿 斯

途·凤凰屿，形成库区生态旅游的引爆

点。

唐 溪 茶 场 场 长 陈 兵 介 绍 ，在“ 茶 旅

文体康”融合发展的带动下，2024 年茶

场 接 待 游 客 10 万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达

2000 多万元。

斯 途·凤 凰 屿 民 宿 主 理 人 冯 少 华

说 ：“ 我 们 特 意 租 了 几 亩 茶 田 ，方 便 客

人体验采茶、制茶，有不少客人是专门

奔 着 体 验 项 目 来 的 。 春 茶 前 后 ，一 房

难求。”

近 年 来 ，安 化 先 后 启 动 了 安 化 黑

茶 文 化 旅 游 度 假 区 、雪 峰 湖 旅 游 度 假

区、安化黑茶特色小镇、滔溪镇百花寨

茶旅文一体化开发项目等重点文旅项

目 ，完 成 投 资 20.94 亿 元 。 安 化“ 茶 海

飘 香 ”之 旅 入 选“ 乡 村 四 时 好 风 光 ”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安化茶马古道

景区、黄沙坪黑茶小镇、黑茶制作技艺

分别获评“万里茶道”（中国段）旅游景

区品牌、文化街区品牌、非物质文化遗

产 品 牌 ，安 化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基 础 不 断

夯实。

在 安 化 ，茶 园 是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一 把 金 钥 匙 ，乡 村 旅 游 又 为 茶 叶 打 开

了销路。

“ 我 们 年 均 生 产 七 八 万 斤 茶 叶 ，近

70% 被 游 客 买 走 了 。”在 海 拔 700 多 米

的 祖 师 界 ，亮 山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蔡 凤 娇 介 绍 ，“ 目 前 ，公 司 拥 有 茶 园 基

地 100 余 公 顷 、油 茶 基 地 250 余 公 顷 。

我 们 坚 持 所 有 茶 叶 不 打 农 药 、不 施 用

化学肥料，全部使用家肥和有机肥，为

游客奉上健康纯正的安化黑茶。每到

采茶旺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赏茶园

风光、品无污染的云台大叶茶。”

安 化 县 云 台 山 村 按 照“ 宜 茶 则 茶 、

宜 游 则 游 ，做 特 做 优 、做 大 做 强 ”的 理

念 ，推 进“ 茶 旅 文 体 康 ”一 体 化 落 地 生

根 ， 吸 引 大 批 游 客 前 来 观 光 体 验 ，茶

农 的 生 活 比 以 前 更 好 了 。 数 据 显 示 ，

目 前 ，云 台 山 村 从 事 茶 旅 产 业 的 村 民

达到 500 余人，群众参与度达 80%。

在 安 化 ，由 黑 茶 衍 生 出 来 的 文 旅

商品也十分走俏。

迎宾黑茶、茶宴、茶糕点、茶浴、茶

熏 香 …… 在 黑 茶 文 旅 融 合 特 色 主 题 酒

店—— 安 化 禹 嘉 温 德 姆 至 尊 豪 廷 大 酒

店 ，黑 茶 元 素 渗 透 到 酒 店 的 每 一 项 服

务 中 。 酒 店 大 堂 开 辟 了 茶 空 间 区 域 ，

方便游客体验制茶、炒茶。在这里，游

客还可以买到黑茶牙膏、黑茶洗发水、

黑 茶 护 肤 品 等 各 类 与 茶 有 关 的 商 品 。

酒店营销总监蒋珊说：“黑茶元素为酒

店增色不少，游客喜欢购买黑茶商品，

有的游客还会因为酒店推荐的黑茶之

旅，延长在安化停留的时间。”

安 化 县 文 化 旅 游 广 电 体 育 局 党 组

书记、局长谌纯章介绍，在安化，超过 40

家茶企在茶厂、茶园设置了旅游观光专

用通道。2024 年，安化 15 家规模以上茶

旅融合企业营业收入超 32 亿元。

茶 旅 融 合 ，安 化 落 到 了 实 处 。 目

前，安化县已探索出“非遗传承活化—

黑茶产业化—茶旅文体康融合—城乡

统筹高质量发展”模式，依托县域内广

泛传承的黑茶文化，打造黑茶产业，促

进“茶业+旅游”深度融合，构建广泛覆

盖乡村的“茶旅文体康”特色产业体系。

禹 丹 介 绍 ，近 年 来 ，安 化 致 力 于 打

造“24 小 时 健 康 茶 生 活 ”旅 游 线 路 ，深

入推进以茶为基础、旅为媒介、文为内

涵、体为活力、康为延伸的融合发展模

式 ，着 力 打 造 一 批 生 态 茶 廊 、茶 山 、茶

湖 和 山 水 生 态 茶 城 ，谋 划 建 设 茶 马 古

道 、茶 乡 花 海 、百 花 寨 、雪 峰 湖 等 茶 旅

融合项目。

安 化 这 个 古 老 的 茶 乡 正 焕 发 出 勃

勃生机。

□ 本报记者 高 慧

湖南安化：黑茶飘香 美了乡村 富了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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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香山共享农庄 企业 供图

安化柘溪水库凤凰岛茶园安化柘溪水库凤凰岛茶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慧高慧 摄摄

海 南 三 月 ，椰 风 轻 拂 ，暖 阳 融

融。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去海南

的 特 色 农 庄 踏 青 赏 花 品 果 成 了 众 多

游 客 的 选 择 。 从 屯 昌 的 香 草 花 海 到

儋州的田野艺术，再到临高的耕读文

化，一座座有不同主题的共享农庄如

明珠镶嵌在琼岛大地，让游客体验农

耕 乐 趣 。 这 些 农 庄 不 仅 成 为 城 市 居

民的“诗和远方”，更成为农村村民的

“聚宝盆”。

香草花园里的香养生活

在 屯 昌 县 屯 城 镇 ，梦 幻 香 山 共

享 农 庄 的 紫 色 花 海 里 ，游 客 林 女 士

正 带 着 女 儿 采 摘 鼠 尾 草 。“ 这 里 的 空

气 都 是 甜 的 。”林 女 士 兴 奋 地 说 ，

“ 孩 子 不 仅 认 识 了 迷 迭 香 、罗 勒 ，还

亲 手 制 作 了 香 草 香 包 。”这 座 占 地

40 多 公 顷 的 农 庄 以“ 芳 香 产 业 + 乡

村 旅 游 ”为 特 色 ，从 世 界 各 地 引 进 、

驯 化 了 约 千 种 四 香 植 物 ，92% 以 上

都 能 提 炼 出 精 油 ，被 称 为“ 花 的 世

界 、香 的 海 洋 ”。 在 这 里 ，游 客 可 以

品 香 茶 、吃 香 餐 、采 香 果 、购 香 物 ，

体 验 芳 香 生 活 。

沿 着 木 质 栈 道 漫 步 ，马 鞭 草 、薄

荷、柠檬草的香气扑面而来。在香草

工 坊 ，村 民 王 阿 婆 正 将 干 花 装 入 锦

囊，“以前只能种甘蔗，现在在农庄上

班 ，每 月 收 入 3000 多 元 ，还 能 照 顾

家。”她说。

农 庄 通 过“ 企 业 +合 作 社 +农 户 ”

模 式 ，带 动 周 边 5 个 村 庄 200 多 户 农

户增收。2024 年，农庄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4500 万元。

前 不 久 ，梦 幻 香 山 解 锁 了 新 玩

法 ——“ 旅 游 + 中 医 养 生 ”。 山 西 游

客 李 先 生 一 家 五 口 在 梦 幻 香 山 一 住

再住。谈及这趟旅程，李先生打开了

话匣子，他说：“原计划在梦幻香山只

玩一天，没想到这里非常适合一家老

小养生度假。5 岁的女儿一头扎进儿

童乐园，饶有兴致地参加各种制香手

工活动；年近 70 的父母一直被小毛病

困 扰 ，正 赶 上 中 医 养 生 驿 站 开 业 ，体

验了特色理疗服务之后神清气爽，直

夸这趟来得值……”

热带田野里的田园牧歌

“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往山野之中。

没有眼前的苟且，只有诗和远方……”曾

经 有 媒 体 这 样 评 价 儋 州 市 南 丰 镇 的

嘉禾共享农庄，称其把热带田园的浪

漫诗意发挥到了极致，让人仿若置身

于世外桃源。

美 丽 的 田 园 景 观 、错 落 有 致 的 山

兰 梯 田 …… 实 现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

绝非简单地将种植、加工与销售相叠

加 。 嘉 禾 共 享 农 庄 对 荒 漠 的 田 间 地

头 进 行 升 级 改 造 ，将 田 地 、荒 地 改 造

成喜禾热带水果主题公园 ；在普通农

耕体验的基础上加入自然教育、非遗

手 工 活 动 等 ，为 景 区 增 加 人 文 与 情

调。同时，农庄瞄准快速发展的亲子

市 场 ，将 农 耕 体 验 、自 然 研 学 与 亲 子

活动相结合，打造出一个集亲子农事

体 验 、手 工 体 验 、亲 子 互 动 于 一 体 的

亲子游乐场所。

在 稻 田 里 ，广 东 游 客 陈 先 生 一

家 正 在 体 验 插 秧 。“ 孩 子 从 来 没 见

过 水 稻 是 怎 么 长 出 来 的 ，这 次 亲 手

种 下 秧 苗 ，特 别 有 意 义 。”陈 先 生

说 。 农 庄 推 出 的“ 稻 田 课 堂 ”项 目 ，

让 游 客 参 与 插 秧 、收 割 、抓 泥 鳅 等

农 事 活 动 ，深 受 亲 子 家 庭 欢 迎 。 夜

晚 ，星 空 露 营 地 里 亮 起 盏 盏 明 灯 ，

游 客 们 在 稻 香 中 仰 望 银 河 ，别 有 一

番 风 味 。

“ 农 庄 带 动 周 边 村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 1.2 万 元 增 至 2.8 万 元 。”嘉 禾

共享农庄相关负责人介绍，嘉禾共享

农庄联合周边乡村，共同打造了 3600

余公顷的超大型热带田园综合体，逐

渐 形 成 了“ 以 热 带 农 业 为 特 色 、共 享

经 济 为 抓 手 、会 员 体 系 为 路 径 ”的 发

展 模 式 ，与 周 边 11 个 自 然 村 实 现 共

建、共享和共富。

书香山房里的文化传承

在 临 高 县 东 英 镇 黎 安 村 ，耕 读 山

房共享农庄的百年古宅里，游客围坐

在 老 榕 树 下 听 非 遗 传 承 人 讲 述 临 剧

故 事 。 这 座 以“ 耕 读 传 家 ”为 主 题 的

农 庄 ，修 复 了 8 栋 明 清 古 建 筑 ，设 立

了陶艺馆、农具馆、书法室，将传统农

耕文化与书院文化深度融合。

耕 读 山 房 不 仅 是 一 个 乡 村 旅 游

综合体，更是一个文化传承与创新的

旅游新场景。在这里，耕读文化得到

了 充 分 的 挖 掘 。 农 庄 负 责 人 介 绍 ，

2024 年 ，农 庄 接 待 游 客 12 万 人 次 ，带

动 村 集 体 收 入 增 长 30% 。 作 为 海 南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农

庄吸引着 2 万多名学生前来开展农耕

文化体验。

有 了 耕 读 山 房 这 个 项 目 ，村 民 也

从 中 找 到 了 致 富 的 机 会 。“ 我 们 家 把

以前的老房子租给合作社，成了耕读

食舍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打工，负责

学 生 研 学 和 后 勤 保 障 工 作 ，每 月 有

4000 多 元 的 收 入 。”黎 安 村 村 民 陈 学

伟说。

村 民 符 阿 婆 的 手 工 陶 艺 作 品 在

农 庄 的 展 销 中 心 十 分 热 销 。“ 以 前 只

会 种 地 ，现 在 跟 着 老 师 学 陶 艺 ，每 月

能 赚 2000 多 元 。”符 阿 婆 说 。 农 庄 还

与高校合作开设了非遗传承班，培养

了 12 名本土陶艺匠人，他们的作品在

海南省级博览会上斩获了 3 项金奖。

在 书 院 组 织 的“ 耕 读 夜 话 ”活 动

中，游客可以体验古人“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清晨参与

菜 园 劳 作 ，傍 晚 聆 听《弟 子 规》，夜 间

在 蛙 鸣 声 中 诵 读 诗 词 。“ 这 种 沉 浸 式

体 验 让 传 统 文 化 真 正 活 了 起 来 。”来

自北京的游客张先生说。

从 芳 香 四 溢 的 香 草 园 到 创 意 无

限的田野艺术，再到底蕴深厚的耕读

文化，海南共享农庄正以多元化的姿

态，描绘着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