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9日，舞钢市庙街乡人头山村的河南千宝农业种植公司，茶香萦绕，不大的院落里，几名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工人正在车间内制茶。

“茶叶从山上采下来，摊青、杀青、理条、压扁、复烘……工序烦琐但环环相扣，从种到采再到制，
只有程序精细化、标准严格，才能制出高品质的茶叶。”今年32岁的安晓军从制茶车间走出来，戴着
一副近视镜，瘦瘦高高、皮肤黝黑，看似“书生气”又不失“泥土味”，讲起种茶、制茶工艺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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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德坤 文/图

2008年前后，安晓军在浙江安吉、江
苏溧阳等地担任舞钢市一棉纺厂的驻外
业务员，在跑业务的间隙与茶结缘。

“当时跑业务无论到哪个厂里，人家都
会泡一杯茶，一来二去自己也养成了喝茶
的习惯，不时去几个朋友处蹭茶喝，还经常
跟着他们出入茶叶市场、茶树种植园区。”

安晓军邀请当地的几个朋友到家乡
游玩，舞钢市“烟雨湖泊、矮丘坡岭”的地
理条件，与江浙地区风貌高度接近，朋友
们建议他“可以在这里试种茶树”，给出建
议的就有江苏溧阳“余氏六碗茶”的创始
人余永安。

安晓军说：“当时想怎么可能呢，南北
方气候差异这么大，听听也就过去了。”可

“听者无心、说者有意”，余永安一处茶园

里的老白茶树面临更新换代，就给安晓军
打电话，建议他拉回老家试种。“盛情难却，
我就把1000多株茶树拉回老家，在灯台架
景区附近的一处老林场里随便找了块空地
移栽了过去。”

不久，在和余永安的一次通话中，安晓
军被问到移栽茶树的长势，颇感狼狈的安
晓军在电话里匆匆答复“长得好”，赶紧挂
了电话去察看。“说实话，当时真没把这几
棵树当回事，更谈不上细心管护，挂了电话
去一看，1000多株成活了500多株，简直是
意外惊喜。”

安晓军将茶树上采下的3斤（1斤=500
克）多茶叶加冰保鲜装箱，连夜开车赶往江
苏省让余永安及“茶友”们品鉴验证。结果
显示，舞钢完全适合种植安吉白茶。

蹭茶·结缘

移叶为业 茶醉春风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4月17日，春风和煦，天空湛蓝。在叶县夏李乡许岭村南的干渠两侧、麦田边，随处可见蒲
公英，有的刚刚长出几片嫩叶，有的开着黄色小花，还有的已经长出了毛茸茸的“小球”。李永
恒低头寻觅，看到目标迅速蹲下用铁铲将其挖出，交给赵广军。

“这儿蒲公英不少。不过，多数太嫩了，根太小，制蒲公英茶主要就靠它的根……去那边
瞅瞅。”李永恒对赵广军说。

许岭村在叶县西南，位于丘陵地带，村子南边有一条干渠。赵广军说，这里的野生蒲公英
特别多，每到三四月份，林间地头都是，像别的野草一样“自生自灭”。知道它有祛火的功能，偶
尔会有村民挖些回家蒸菜或晒干泡水喝。

野草&茶叶

安晓军的白茶基地里，不少贫困户及周边群众前来务工 李永恒（右）和赵广军在采挖蒲公英

余永安及“茶友”给出的结论坚定了
安晓军返乡创业、种茶致富的决心。

2009年，安晓军到尹集镇张庄社区协
调南部的一片丘陵荒山，开垦出了9亩茶
园。随着白茶市场的一路看涨，2015年安
晓军毅然放弃优厚的薪资待遇，到庙街乡
人头山村流转土地120亩，正式开始大规模
种茶。同时，他按照工艺标准化要求，买来
制茶设备，建起了制茶车间。

“南茶北移”最怕的是干旱和低温，这
是种茶人最忌讳的“拦路虎”。2016年春
夏之际，一场大旱让新栽的茶苗奄奄一
息，安晓军天天在茶园里忙碌。“水源找到
了，买来水泵浇茶苗，坡度太大水泵压力
不够；换了大水泵，变压器电压却又达不

到；协调来了大功率变压器，水管承受不
了水压又接连爆管……多亏了乡亲们帮
忙，那一场大旱茶苗损失不大。”

当年冬季，正在外地的安晓军关注到
老家将有超低温天气，“不及时防护，刚长
起来的茶树肯定被冻死”，安晓军一边联
系家里的亲戚朋友买地膜覆盖，一边急忙
往家里赶。安晓军在舞钢、舞阳、叶县四
处搜罗地膜，最终在村里100多名群众的
帮助下，茶树在降雪到来之前被悉数覆盖
了一遍。

“原本想着盖上就好了，可下的雨夹雪
半夜上冻后，第二天经阳光照射在地膜上形
成凸镜效应，娇贵的茶树几乎又要灼伤。”一
番折腾，两天前盖好的地膜又一一被揭开。

2016年，安晓军收获“灵珑山白茶”40
多斤；2017年、2018年逐步达到200多斤、
500多斤；今年已采近700斤，首次实现增
收破百万元。

安晓军说：“近几年白茶市场一直很
稳定，基本上头采的十几斤极品茶每斤上
万元，明前茶差不多6000元到8000元，雨
前茶价格两三千元，其他的怎么也得六七
百元，因为咱的茶品优良、诚信经营，总是
早早就被预订一空，有的甚至定金已交至
明年，根本不愁销路。”

“一人富不算富，要带大家谋出路”，这
是安晓军当初返乡时许下的承诺。“白茶市
场前景这么好，南方市场需求旺盛、北方又
是一片空白，咱不能吃独食，要抓住时机让
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为此，安晓军在茶
园里推出了“保起来”“扶起来”“帮起来”

“带起来”等“扶贫套餐”，连续3年累计优
先安排60余户贫困户及周边8个村的群众
到茶园务工。

“每采一斤茶25元，一天快的能采五
六斤、慢的能采三四斤，上班有车接、中午
还管饭，采茶半个多月就增收了3000多
元，等采茶期过去还可以在茶园里干一些
零活。”47岁的人头山村贫困户罗妹被吸
纳为采茶工，依靠茶园增收后，心里满是
对安晓军的感激。

今年3月，安晓军又打出了一套“组
合拳”：与人头山村签订了新的产业帮扶助
增收方案，二期扩大规模栽植了100多亩茶
苗……安晓军说：“下一步将结合市里、乡
里规划的茶宿、茶食产业，延长产业链条，
把舞钢市的白茶品牌做起来，让白茶真正
成为群众增收的摇钱树。”

和赵广军一样，村民李彩虹也在摸索着
制作蒲公英茶。“以前我们视野太窄，李书记
来了以后，又是建书屋，又是放公益电影，丰
富我们的知识，拓展我们的视野，对于制作
蒲公英茶的前景，我充满信心。”

李永恒是个有想法的人。驻村以后，他
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团委申请筹集图书700
余册、文体用品200余件，在许岭村办起了

“乡村书屋”。同时，他还和村干部商量在村
里办了“公益影院”。

办影院设备投资大，村里拿不出钱，他
就淘来朋友公司的投影仪，利用村部的废旧
窗帘作幕布。

村民赵高超把自家的音响拿了过来；
赵尽才把自家的插板拿了过来；李彩虹见

播放用的电脑主机笨重，不方便移动播映，
把自己结婚时陪嫁的笔记本电脑“捐”了出
来。就这样，一座像模像样的“公益影院”
建成了。去年4月15日，是许岭村“公益影
院”首次放映的日子。当天，李永恒在村文
化广场为村民播放了《建国大业》。

很快，简陋的影院成了村民的“新宠”。
每逢周末，根据大家的喜好，李永恒选择一些
热门影片或戏曲电影播放，并插播一些农业
知识或致富创业信息，扩大村民的视野。

“自从有了书屋和‘公益影院’，村里聚
众打牌和喝酒的人少了，没事时，大家都喜
欢到广场或书屋里转转，不但增进了邻里
感情，也增加了知识，干事也有了更多想
法。”许岭村党支部书记田金环说。

陌上公英 杯中清香

赵广军今年 35 岁，患有强直性脊柱
炎，下蹲困难。因为无法出去打工，几年前
他曾尝试开网店卖衣服，但因不会推广，网
店勉强开了两年就关了。后来他就利用会
计算机的特长在村里帮忙干活。

“去年，李书记来了后，说蒲公英可以
制成茶，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东西是个宝。”

赵广军说的李书记就是李永恒，今年
29岁，是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七
星选煤厂职工。去年1月底，他被选派到许
岭村担任驻村第一团支部书记。

去年 3月，李永恒在许岭村田间走访
时，发现村周边生长着大量的野生蒲公英，
于是产生了采挖野生蒲公英制茶带村民致
富的想法。

李永恒上网查资料，清明假期跑到信
阳学习制茶工艺，去鲁山县瓦屋镇学习蒲
公英茶的产销，并通过许岭村“网上青年之

家”发起了“放下手机去劳动”为主题的蒲
公英采挖活动。

也就是这个时候，赵广军才知道村边
的野生蒲公英可以深加工成茶。他和其他
村民一起带着铁锹、铲子等工具深入林间
地头，一天采挖了50余公斤。

回来后，大伙又对蒲公英进行挑拣、清
洗、晾晒……在制作过程中，不是炒得太轻就
是炒得太狠，前前后后尝试了多次，才终于制
作出了许岭村的第一锅蒲公英茶。

为了提升茶的档次，李永恒专门从网
上购置了玻璃瓶，设计了瓶体标签以及手
提袋包装。七星选煤厂党委得知后，订购
了9000元的蒲公英茶，作为单位的奖品帮
他们推广。

就这样，第一锅蒲公英茶盈利了2000
余元，这让赵广军等欲创业的村民看到了
商机和希望。

“一文不值的野草，经过加工，一斤（1斤
=500克）卖到一二十元，身价暴涨啊……我
觉得值得一试。”赵广军说。

于是，闲暇时赵广军便拉着李永恒去
挖蒲公英，回来后试着制茶。“现在还是摸
索阶段，无所谓挣钱不挣钱。”赵广军说，按
照李永恒的指点，他将制好的蒲公英茶进
行包装，送给亲朋好友试喝，并在朋友圈推
广。

许岭村“青年之家”的办公桌上，放着

一些蒲公英茶，用防潮纸袋装着，色泽发
暗，冲水后有点苦味。“现在制作工艺不太
成熟，全凭手工，7斤蒲公英才制出1斤茶，
成本有点高，而且口感和色泽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赵广军说。

4月17日上午，李永恒和赵广军挖了十
来斤蒲公英。“我们现在主要是以村边的野生
蒲公英为制茶原材料，容易受季节限制，而
且产量也有限。”李永恒说，“等条件成熟后，
我们将考虑规模化生产，种植蒲公英”。

商机&创业

想法&知识

种茶·执念

卖茶·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