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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瞄准“土特产”“蹚”出致富路

亲爱的农民朋友：

您好！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明两年我省全

面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国家将免费

对您的土壤进行“全面体检”！

土壤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

查，距离上一次普查已40年。本次普查由

国家统一规划布设采样点，各级土壤普查

办将按照采样计划，组织开展样点调查、样

品采集、样品检测等，查清土壤类型、土壤

质量，并开展土壤适宜性评价，普查结果将

为有效利用改良土壤、培肥地力、高效种植

等提供科学依据。

土壤普查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要求

高、难度大的工作，是国家大事，需要各级

政府、专业技术人员付出艰苦的努力，也需

要农民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如果您

的田块是国家规划的取样点之一，请您配

合土壤普查工作人员做好以下工作：

1. 我们将对您的田块进行立地调查，

请您准确提供作物种植方式、施肥情况等

详细信息；

2.我们将尽量选择在空茬期，采集10

公斤左右的土壤样品，避免对您种植作物

的影响；个别地方需要挖坑采取土壤剖面，

会对田块造成一定影响，将由采样单位酌

情给予补偿；

3. 请提供您的有效联系方式，便于我

们及时沟通；我们将及时向您反馈检测结

果，便于您根据土壤“体检”结果调整农田

管理。

感谢您对土壤普查工作的大力支持、

积极参与！衷心祝愿您的土地硕果累累、

丰产丰收！

浙江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4月19日

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上接第1版）

王风雷说，淳安县高度重视对鸠坑茶树

王的保护，这几年通过举办茶树王祭祖活动，

促进鸠坑种的保护与开发，提升品牌影响

力。今年3月29日举办的千年茶树王祭祖暨

浙皖两地话共富活动，就在社交媒体上狠狠

刷了一波“存在感”。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新中国成立后，鸠坑

种成为首批认证登记的国家级茶树良种。鸠

坑种曾是我省茶产区的主栽品种，面积占比曾

达45.7%，在浙江60多个传统茶树品种中，一度

是当无之无愧的主角，为浙江茶产业发展发挥

过重要作用。在我国安徽、江苏、湖南、湖北、

云南等省，鸠坑种也有较广泛栽培，此外还被

引种至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目前，淳安县共有茶园面积19万亩。“其

中，鸠坑群体种及其后代单株面积有10万多

亩，占据半壁江山。”王华建说。

茶产业一直是当地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

来源之一。“我乡现有户籍人口7000多人，有

茶园总面积6000来亩，以鸠坑种为主。”鸠坑

乡乡长邵淑宏告诉记者，2022年，全乡茶产量

达631吨，年总产值达6300多万元。

把根留住——
保护开发不止步

鸠坑种具有适应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等

特点，不仅是淳安县茶产业的独特资源，也可

以说，是浙江茶产业发展的根。

近年来，随着茶产业品种结构的调整和

无性系茶树良种的繁育推广，鸠坑种以及原

产地的鸠坑原生茶树种质资源流失严重。由

于鸠坑种经历长期、多地域有性繁殖，到上世

纪80年代，已出现了种性退化、品种混杂等问

题，导致茶园种植效益下降。

显然，一味固守“茶种盛名”过日子已行不

通了。淳安的决策者果断提出，振兴淳安茶

产业，必须通过对鸠坑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

发，选育出更多鸠坑种新品系，把鸠坑种这个

根留住，才能逆势突围。于是，从1983年开始，

淳安县成立了《鸠坑种提纯复壮》课题组，以寻

找和培育通过无性繁殖获得的、具有鸠坑群体

种优良种性且适应名优茶生产需要的鸠坑种

新品系。至今，全县已开展了两轮茶树种质资

源调查、收集工作，共收集、创制种质资源211

份，建成鸠坑茶树种质资源圃34亩。

记者来到淳安县茶叶良种场基地采访那

天，正好是清明节，天气难得放晴，基地的工

人们正忙着起运茶苗。

“我们良种场成立于1991年，30多年来累

计繁育推广无性系良种茶苗3.5亿株，带动社

会繁育良种2亿株，已成为浙江省茶树新品种

繁育中心，为淳安乃至周边兄弟县市茶产业

提质增效提供了种苗保障。近年来，我们在

鸠坑种群体中，先后选育‘鸠 16’‘鸠 20’‘鸠

211’三个鸠坑系列新品种（品系）。”淳安县农

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育种项目负责人邵宗清

说，2022年，“鸠16”新品种权获得农业农村部

授权；目前，“鸠20”正在品种登记中，“鸠211”

正在着手申报新品种权。

与过去的鸠坑群体种相比，这三个新品

种（品系）继承了鸠坑种的优良基因，在邵宗

清眼里那可都是“宝贝”。对它们的各自特

性，邵宗清如数家珍：“‘鸠16’具有色泽嫩绿

鲜润、滋味鲜爽醇厚等特点，特别适合生产高

档龙井茶；‘鸠20’发芽早、芽头壮、品质好，适

宜生产高档芽形名优茶和工夫红茶，加工红

茶品质十分突出，已连续2年获得“浙茶杯”红

茶金奖，采摘工效高，能降低生产成本，这意

味着能给茶农增加更多的收入；‘鸠211’花香

天成、锋芒显露，芽尖形如古代兵器中的戟，

冲泡后，茶香中还有一丝玫瑰香气。”

近年来，淳安县加强对老茶园的改种换

植，重点推广“鸠20”“鸠16”等优良品种，提高

良种覆盖率，形成更合理的茶园品种搭配结

构。如今，这两个品种在全县的推广种植面

积已达1.1万多亩，全国有2万多亩。

随着鸠坑良种的推广，茶产业提质增效

的效应逐步显现，受到省内外茶农的“追捧”，

让鸠坑系列茶苗的行情也不断“看涨”。“合作

社年繁育鸠坑系列茶苗20亩，近5年，累计推

广鸠坑系列茶苗 1500 万株，茶苗根本不愁

卖。”淳安县千岛湖天井岩茶叶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潘和爱说。

鸠坑茶种的选育之路仍在继续，将为茶

农孕育更多希望。邵宗清自豪地说，通过“鸠

211”与“乌牛早”杂交培育的“鸠1706”，花香

味比“鸠211”更浓，未来市场前景更广阔。

蓄势赋能——
发展迈上新台阶

悠久的茶文化、优良的茶品种，加上千岛

湖一流的生态环境，为鸠坑茶的种植和茶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上佳的基础条件，也让优

质的鸠坑茶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今年淳安茶青行情蛮不错，平均每公斤

收购价达到180元。像‘鸠20’的青叶，每公斤

收购价更是高达200元以上，收购价比同期其

他品种还要高一些。”在淳安县千岛湖茶叶市

场，记者遇到了正在招呼顾客的淳安千岛湖

茗秀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方建富。问及今年

经销情况，他如是说。

“受去年干旱天气不利影响，今年我县春

茶产量有所下降，但生产形势好于去年，一些

鸠坑茶销路更是走俏。”淳安县农业农村发展

服务中心茶叶站站长李继说，到 4 月 3 日为

止，千岛湖茶叶市场已实现青叶交易 930 多

吨，助农增收效益明显。

王风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印证了李

继的话。“今年鸠坑青叶根本不愁卖，一些临

安的采购商专门跑到乡里来收购青叶。鸠坑

干茶每公斤价格比去年高出100多元，好的毛

茶能卖到每公斤1200元以上。”

春茶生产形势良好，自然离不开茶树良

种的助力。“好品种出好茶。”邵宗清告诉记

者，他们将继续努力，加强鸠坑茶种质资源保

护与开发，力争选育出更好的鸠坑茶新品种，

酝酿出更多“茶滋味”。

表露信心的同时，邵宗清也向记者坦言，

尽管鸠坑茶育种工作已取得一些成绩，但目前

仍面临着育种人才梯队断档等“成长的烦恼”。

“成功选育一个茶树良种时间跨度很长，

至少要十五六年以上。”邵宗清呼吁，希望更

多“耐得住寂寞”的有志青年加入到鸠坑茶树

育种的队伍中来，为高质量推动鸠坑茶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助上一臂之力。

面对近几年茶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

形势，淳安县已有了应对之策：将以“三茶”统

筹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紧密结合农业“双

强”行动，为鸠坑茶注入更新、更丰富的时代

内涵：持续加强与中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院

所合作，不断加大鸠坑茶树良种的选育、试

验、示范和推广力度；大力推广“企业+基地+

农户”的“鸠坑模式”，通过各司其职，提升茶

叶专业化分工和加工水平；依托陆发田等“鸠

坑毛尖”非遗传承人，持续擦亮“鸠坑毛尖茶

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金名片……

历史风云变幻，淘尽多少地方名茶；岁月

不争朝暮，鸠坑茶种重焕生机。鸠坑茶种，不

仅牵动着淳安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希望，

更关系到茶农的钱袋子，期待它蓄势赋能后，

再为富裕百姓提供新动力。

□本报记者 沈璐兰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这是2006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开化县考察

时的殷切嘱托。十多年来，浙西山城开化

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耕特色产

业沃土，持续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

体变强、村庄变美，蹚出了一条山区县的乡

村振兴之路。

3月下旬的开化县大溪边乡上安村，目

光所及皆是油菜花，成片的金色铺满了梯

田，一层层如链似带，灿烂夺目。到了秋

天，这里又将成为红彤彤的大片高粱田，引

得游客纷至沓来。

上安村是第三批省级未来乡村创建村

之一。见到该村党支部书记、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余雄富时，他正忙着和大溪边

乡红高粱产业协会秘书长郑建平商量红高

粱共富培训中心装修的事，这也是未来乡

村建设的产业场景之一，里面有农产品展

示、多功能教室、住宿、餐饮等多项功能。

余雄富说：“村里每年轮作一季高粱、一季

油菜，红高粱酿酒、油菜籽榨油，留守妇女

和老人，人人参与其中。村里每年仅销售

高粱酒等产品就有 600 余万元的收入，亩

均收入达1万元以上。”

如今，大溪边乡已把红高粱特色产业

发展扩至全乡12个村，面积5300余亩，带

动全乡在家村民 5800 余人人均年增收

5500元以上，12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570 余万元，真正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吃上

了“产业饭”。“新引进的自动化酿酒设备

即将投入使用，预计可年产高粱酒 500

吨。同时，我们将打造浙西地区最大的红

高粱白酒生产基地，从红高粱种植到红高

粱酒酿造、销售、仓储全链条发展，让‘大

溪边高粱酒’品牌越擦越亮。”郑建平告诉

记者。

像上安村这样土里“淘金”的典型在开

化还有不少，这些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圆

上了“人人有事干、家家有收入、村村有产

业、处处有美景”的乡村振兴梦想。

马金镇高合村通过“外借力、内挖潜”，

陆续引进小甜枣党建共富基地、清水鱼养

殖基地、共富果蔬基地等产业项目，让原先

负债125万元的集体经济“空壳村”打开了

发展新局面，2022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

100 万元；齐溪镇丰盈坦村依托“菊花基

地”“茶山竹海”等项目，实现村集体年收

入 20 万元以上；清水鱼传统养殖区何田

乡、长虹乡等创新推出“主体先购鱼、村里

再养鱼”等绿色期权产销模式，每年为村集

体增收 30 万元以上；华埠、池淮两镇则充

分利用低丘缓坡、公共建筑闲置屋顶、整治

后的废弃矿山等资源，抢抓光伏电站发展

机遇……

兴农业、美农村、富农民，谈起各个乡

镇、村的发展，开化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

员、县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峰如

数家珍。“我们深挖资源、精准发力、抱团发

展，系统推进‘强村富民’集成改革，坚定不

移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扎实做好

‘土特产’这篇大文章，持续增强村集体‘造

血’能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努

力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山区县共同富裕和

现代化路径。”陈峰说。

4月18日，仙居县湫

山乡四都村村民在中药

材种植基地采收贝母和

元胡。近年来，仙居县

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引

导农民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模式种植贝

母、元胡等中药材，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今年元

胡产量、价格齐涨，一些

种植户元胡亩均收入达

到两万元。

刘振清 摄

种药材促增收种药材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