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高铁，转大巴，坐小

车，薄暮时分，景宁畲族自

治县鹤溪镇，天堂湖畔，我

坐在浙江奇尔茶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叶有奇的面前，听

这个因常年户外劳作而皮

肤黝黑的汉子讲述如何一

步步构建起以生物链为基

础的有机生态茶园的故事。

1963年，4岁的叶有奇

随母亲从景宁县城下放到

东弄畲族少数民族村。畲

族大爷大妈送来地瓜，解决

了母子俩的燃眉之急。小

小的叶有奇在心中埋下了

报恩的种子。

畲乡多名茶，生产的

“惠明御茶”曾为州县“贡

品”。1994 年，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到景宁县进行产业

扶贫，决定设立惠明茶开发

公司作为扶贫载体。时任

县保险公司经理的叶有奇，

出任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从此与茶结缘。

“ 一 晃 就 是 30 多 年

了。”叶有奇感慨地说。

一
叶有奇一直在琢磨怎

样构建“有机循环、和谐共

生”的生态茶园。

从 2007 年开始，叶有

奇突破茶园不种树的传统，

领着员工，在路两旁以及合

适的地方种树，探索“种树

引鸟控虫”的方法。害虫种

类多，鸟类也要多，就想着

树种要杂，于是栽下了山苍

子、桂树、樟树、梧桐、红豆

杉等树苗。待树稍微长大

点，公司员工动手在树上做

鸟巢，目的是引鸟“安家”。

十几年过去，如今的茶山，

鸟语声声，绿意盎然。

叶有奇说，一只平常的

山鸟，小一点的一天大概可

吃 30 条虫子，大一点的一

天能吃100多条虫子，可有

效管控2.5亩茶园。相比传

统的治虫方式，这种生态治

虫模式有效控制了害虫的

繁殖，使茶园形成了“有虫

不成害，益虫略占优”的生

态平衡，为构建有机生态茶

园奠定了基础。

不 过 ，相 比“ 引 鸟 控

虫”，叶有奇更得意也更在

意的，还是“养羊控草”。

二
由于人工除草效率低，

工资年年涨不说，人还越来

越难找。

2016年，当公司生产部

经理吴标提出在茶山放山

羊控草的建议时，大家担心

羊要吃茶叶。叶有奇虽然

也担心，但还是拍板：先购

买 15 只本地山羊，放到茶

山试试。

结果发现，山羊喜欢吃

桂树叶、樟树叶、红豆杉叶

等，就是不吃茶叶。叶有奇

扳着手指头，说了茶园养羊

的几大好处：一、羊是“除草

机”，一到茶山，一天到晚不

停地吃草；二、羊是“施肥

机”，羊粪羊尿都是纯天然

的有机肥；三、客商一看茶

园放羊，眼见为实，就不用

怀疑茶叶品质，羊成了我们

公司最好的茶叶“形象代言

人”；四、羊肉是冬季滋补

品，到了年底，卖掉一批山

羊，增加收入。

羊吃草总是挑鲜嫩、可

口的吃，所以这不叫除草，

叫“控草”。

羊粪尿经过分离发酵

成为优质有机肥，施在茶园

后，茶园土质更疏松、蚯蚓

众多、保水性强。一只成年

山羊所产生的粪尿可使一

亩茶园减少50%—60%肥料

施用量，为茶园“不施化肥”

提供了现实可能。

为有效控草，叶有奇与

同事们一合计，发明了“网

格化轮牧机制”：以 10—15

亩茶园为单位，用铁丝围成

一格；吃一格，换一格，逐格

轮牧。“光用来做网格的材

料，我们就更新了三代，现

在已是4.0版本了。”叶有奇

笑着说。刚开始直接用普

通铁丝围栏，很容易被山羊

破坏。后来换成竹篱笆，围

护效果是有了，可竹篱笆不

耐用，一两年就坏了。又换

成镀锌铁丝网，隔几米一个

水泥桩，高度不够，也影响

茶园美观。现在换成高速

公路防护网，效果理想，经

久耐用，虽然投入成本相对

高些，综合考量还是划算

的。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的“种树引鸟控虫、养羊控草

肥园”茶园管理新模式，构建

起了茶、羊、鸟、虫和谐共生

的有机茶园生态系统，进一

步丰富和保存了“品质惠明”

优异的生态属性，带来了生

态溢价。

以首个试点的天堂湖

茶园为例，500 亩茶园每年

可节约除草、治虫人工及肥

料成本超 50 万元，茶园的

山羊年出栏以200头计，可

额外增加养殖收入 30 万

元，仅此两项即可增加亩均

效益约1600元。

三
养羊控草以前，让茶农

头疼的，除了疯长的杂草，

还有每年 8 月到 12 月盛开

的茶花。一颗茶籽从开花

到结果，吸收的养分抵得上

好几个茶头。为了除花，茶

农会喷洒石硫合剂。

“羊倌”朱学才惊喜地

发现：茶叶不是羊的菜，茶

花却是羊的心头爱。

“还有如此好事？！”叶

有奇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现

场。只见大羊在聚精会神

地啃吃茶花，发现一朵吃一

朵；小羊似乎嗅到了花的甜

香，因为够不着，急得咩咩

叫。

朱学才分析：“茶叶有

苦味，羊不吃；茶花带甜香，

所以羊爱吃。”叶有奇看在

眼里，喜在心头，这漫山遍

野摘也摘不过来的茶花，成

了羊群最可口的食料。

“这样说起来，山羊又多

了一重身份——‘采花大使

’。”我说道。叶有奇一听，

哈哈大笑……

进入乙巳蛇年，有人讲乙巳蛇年

是青蛇年。没想到生肖蛇还分颜色，

让人深深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内心里还有些许小欣喜，想起自

己曾有幸遇见过“小青”。

那是上一个蛇年的 2013 年 5 月 4

日，我带着单位登山队去爬会稽山主

峰东白山。我们花了2小时20分成功

登顶东白山最高峰——海拔1194.6米

的太白峰。当我们带着成功的喜悦下

到半山腰时，忽然看到前面几个驴友

停下了脚步，惊叫起来：“呀，怎么办？

怎么办？”我将登山杖捏得紧紧的，心

想难道大白天遇上了野猪还是其他野

兽？小心地挤到前面，一看，原来是条

小青蛇，立刻轻松地笑了，双手一拦，

挡在前面，小声地对大家说：“这是小

青，没事的。”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曾多次与

蛇相遇，知道只要不去惊扰它们，就会

相安无事。没想到，这次东白山之行

能遇见青蛇，让我好一欢喜，这也是我

第一次遇见“小青”。只见它长约2米，

蛇头比成年人大拇指还要大些，全身

通体青草色，最粗段约登山杖那么粗，

正横卧在三四米远的灰黑色石山路

上，将我们的下山路都拦住了。刚才

几声叫喊，好像也没怎么惊扰到它，它

只是挺起前身略朝我们点了点头。我

将登山杖轻轻放在地上，悄悄打开挂

在身前的相机，小心地将镜头对准它

连拍。不一会儿，它顾自向山路上侧

游去，一昂头就轻松跃上石坎，再灵巧

地转动几下身子，不一会儿就钻进草

丛里不见了踪影。

“小青”与我们有惊无险而又神奇

美丽的相遇，仿佛告诉我们山上不仅

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美丽的精灵。继

续下山时，看到有的同事还惊魂不定，

生怕哪里又冒出一条蛇来，我就跟他

们说起东白山是爱情圣山的传说。相

传这里是牛郎织女相会之地，每年农

历七月初七，数千青年男女慕名相约

而来，在山顶仙姑殿旁露营，祈求美好

的爱情。《白蛇传》里正是有了“小青”

的热心牵线，才成就了白蛇和许仙的

爱情奇缘，今日我们有缘得见“小青”，

说不定东白山中还有白蛇和许仙呢。

一路上，说得大家终于放松地笑了。

后来，有机会走进四川三星堆博物

馆，惊奇地看到3300多年前精美的青铜

蛇展品，原来古蜀人早就有了蛇崇拜。

在一部纪录片里，又看到广东省德庆县

还保留青蛇崇拜的风俗，每年农历五月

初，他们将专门养的青蛇送到龙母庙，

举行隆重的庙会，祈求“小青”化而为

龙，行云布雨，保境安民。

说来也巧，那天登顶东白山太白

峰的2位年轻女同事，很快收获了各自

的爱情，如今，一个儿子刚满十周岁，

另一个的儿子也上小学一年级了。

我在想，是不是那年东白山上遇

见的“小青”，带来了好运连连呢？中

国人与蛇之间，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

做个生肖蛇人也真是属于中国人的独

有浪漫，“蛇”么都好。

遇见“小青”

□往事悠悠 吕永江/文

去年除夕的年夜饭，是我们三兄

弟分家后，与父亲一起“四家合一”过

的第四十个团圆年。

我们兄妹4个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

年代，我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

姐。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侄女降生

后，我们三兄弟与父母分了家，孤身一

人的小哥，迫于生计，前往安徽宁国打

工，我因为刚初中毕业，就与父母居住

在一起，但“四家人”分家不分心。那几

年，恰逢农村试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

制，每年春播育秧、双夏大忙、秋收冬种，

我们父子、兄弟之间不分彼此，仍如以

前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每年除夕的年夜饭也不例外，兄弟三家

总是与父母一起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

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小侄女、大

侄子和我女儿相继到来，父母膝下的

人口增加到10个。看到父母的身体一

年不如一年，妯娌仨一合计，决定让父

母“退二线”，原先由其包办的年夜饭，

由我们兄弟三家轮流做东。于是，三

兄弟与父母“四家合一”的除夕团圆饭

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进入新世

纪，大侄女出嫁、我儿子出生、母亲去

世，但“四家合一”的年夜饭依然保持

着。记得我家开店铺那年，年前的生意

异常红火，我们夫妻俩忙得不可开交，

而当年的团圆饭又恰好轮到我家。两

位嫂嫂得知后，争着与我妻子商量：年

夜饭到她们家吃。但深明大义的妻子

拒绝了，她跑到店铺对面的一家大饭

店，预定了一桌团圆饭，让世居乡村的

父亲，也尝到了城里的年夜饭！

家是父母的怀抱、是兄弟姐妹的

生命之源。今年春节前夕，在外求学

的儿女相继回家；腊月廿五，远在上海

给女儿带娃的小哥一家5口也驾车回

到老家；新婚不久的侄子，除夕中午在

丈母娘家吃了团圆饭后，又及时赶回

浦江，吃上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第四十

个“四家合一”的团圆饭。

吃了满桌的美味佳肴、喝了风味

各异的酒水，红光满面、新年迈入93岁

的老父亲，从口袋中取出早已准备好

的大红包，分发给新进门的大孙媳妇、

曾外孙……

三兄弟连续四十载的团圆饭
□开心时刻 张根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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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如织

嘀嗒成春天的呢喃

唤醒了梦中的枝丫

和沉睡的大地

雨水

带着湿润的梦

在枯黄的草尖上跳跃

在干涸的河床里低吟

轻吻叶子干瘪的唇

拥抱着每一寸裸露的土地

雨滴在山岩上

敲出一串串省略号

泥土恣意地翻了个身

把冬眠的梦抖落在

二月的门槛上

嫩芽在枝头踮起脚尖

偷看天空的调色盘

耕牛的第一声响鼻

吵醒了整片土地

我站在早春里

看着柔柔的雨丝儿

数着春天的心跳

直数到叮叮咚咚的雨滴

敲开了整个季节的门扉

□抒情天空 魏益君/文

春 雨

相约生态茶园
□人生读本 马云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