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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贵如油，春茶贵如金。
小荣丁标准化示范茶园里，不少茶农正在

茶园里忙活。茶农李大姐一边采茶一边告诉记
者，“一天采茶下来，能赚 80多块钱。一个月能
有 2000多元的采茶收入。”如今，小荣丁标准化
示范茶园已涵盖劳动乡福来村和柏林村、下溪
镇龙沱沟村等地，茶叶基地 7000 余亩，涉及贫
困户242户、贫困人口945人。不少农户在种茶、
采茶、卖茶中实现增收。

坐落在茶园旁的马边高山茶叶有限公司，
在初建时就将“通过发展茶业助推马边茶农脱
贫致富”写在公司发展宗旨里。当前，该公司通
过出租土地让当地村民实现“一份土地年赚三
份钱”。“包括每年每亩300元的土地租金、务工
收益和分红收益”李贤波告诉记者，公司还与贫
困户采取“订单农业”方式，以高于市场价 10%
左右的鲜叶收购价保障贫困户收入。

在位于荣丁镇的马边峨眉雪芽茶叶加工厂
里，制茶工人们正娴熟地操作着自动化制茶设
备，对嫩叶进行堆放、摊凉、杀青、理条、提香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峨眉雪芽茶叶马
边分公司负责人王建中告诉记者，这一批鲜叶
是从附近村民那里收购来的。

马边峨眉雪芽茶叶加工厂是峨眉山市对
口援助马边开办的扶贫企业，于 2018 年 5 月
动工，今年 2 月建成，用“峨眉雪芽”的品牌带
动，实施对后池村茶产业的精准扶贫。王建
中告诉记者，当前，公司优质优价就地收购
村民采摘的鲜叶，实际解决村民卖茶难的状
况，提高村民直接的卖茶收益，为村民实现
鲜叶增收，进而带动后池村、荣丁镇等地的
茶农种茶、卖茶的积极性。

据王建中介绍，公司还根据后池村山区地
形条件，结合后池村产业发展规划，依托后池村

现有茶园，从 2018 年开始，利用 3至 5年时间，
采取对现有茶园进行改造升级、品种更新和新
建茶园相结合的方式，建成 2000亩生态标准茶
园示范区。“不仅如此，我们还发动和引导后池
村贫困村民，并带动全体村民参与，人人动手，
利用自家房前屋后及零散土地，家家建设户均3
亩左右‘微茶园’。同时，我们对后池村村民通过
单独或集中的方式培训约 200人次、发放了 60
万株茶苗、16880斤肥料，还给予茶农土地整理
补助合计7万余元，助力村民脱贫增收。”

同时，马边峨眉雪芽茶叶加工厂还通过峨
眉雪芽的销售渠道，将后池村、荣丁镇乃至马边
的茶叶销往全国各地，打响“马边绿茶”品牌，进
而实现马边茶产业“四有”：有基地、有技术、有
销路、有品牌，形成马边茶产业的自身造血能
力。

政府发力，企业助力，茶叶产业带动成效显

著。截至目前，全县有茶叶加工企业（点）126个，
专业合作社 68个。2018年，马边全县茶叶鲜叶
总产量5.2万吨、产值8.5亿元，农民人均茶鲜叶
收入 4878 元；干茶总产量 1万余吨、产值 10.88
亿元，茶叶综合产值 17.5 亿元。全县有 18 个贫
困村、1710 户贫困户、7182 贫困人口主要因茶
叶产业脱贫。

全县茶园面积 23 万亩，人均一亩茶。一片
小茶叶，成为8万茶农的“绿色银行”。茶产业已
成为马边农民增收、产业脱贫、乡村振兴最稳
定、最持续的第一支撑产业。

随着乐山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四川
打造千亿川茶产业规划的整体推进，作为全省
五大茶叶原料基地之一的马边，定将加快发展
步伐，借势“峨眉山茶”、“天府龙芽”，致力打造
高山生态、绿色、有机的“马边绿茶”。

“马边绿茶”——定将香飘四海，名扬天下！

马边：高山茶香产业旺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蒋培路 唐千惠

山水彝乡，幸福马边。
阳春四月，半山坡上，云蒸雾绕、

满眼翠绿、春茶飘香……
马边，地处小凉山区，最低海拔

800 米，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是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名优绿茶的
最适宜区域之一。马边的茶，长得茂
盛、绿得喜人、香得久远……

高山出好茶，茶香飘四海。
4月19日—21日，四川乐山峨眉。
第四届“中国茶乡峨眉山国际茶

文化博览交易会”将在这里隆重举办。
作为“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的马边，
也将在此次茶博会上惊艳亮相，以茶
会友，展示马边的茶产品、茶文化、茶
旅游……为助力乐山建设“世界重要
旅游目的地”添色增彩。

近年来，马边立足县情，始终坚持
“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的总
体思路，紧紧围绕“绿色、有机”定位，
狠抓茶叶产业发展——马边已累计建
成生态茶园 23万亩，并先后荣获全国
绿色有机食品(茶叶)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国家茶叶技术体系示范县、全国
重点产茶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
称号。

“近年来，马边集合政策、项目、资
金，大力推进茶叶产业朝着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精细化发展，茶产业已
成为马边农业经济的主导产业。”马边
彝族自治县委书记郭正强表示。

漫步马边，茶园绵延，茶香四溢，茶
农忙碌。这一片一片小小的绿叶，已成
为振兴马边一方水土的“绿色银行”。

春芽爬枝头，茶园采摘忙。
清明前后，是绿茶采摘的最佳时期。马边高

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贤波在新收到一批鲜
叶后，立即拍照发了朋友圈，“今年的单芽，叶子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做工香味也上了新台
阶，再加上公司新增了鲜叶检测设备，茶叶品质
更有保证。”

依托福来村 3000余亩生态茶园，马边高山
茶叶有限公司于 2012 年扎根当地，集种植、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近年来，公司通过“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茶产
业，如今年产量已达6万斤左右。

走进马边高山茶厂，随处可见“通知——一
律不收打农药的茶叶”的标语。据介绍，公司今

年新购置了鲜叶检测设备，从源头上对茶叶质
量进行把关。同时，公司还通过对当地茶农定期
开展茶树栽培管理知识培训、向茶农免费赠送
有机肥等方式提升茶叶品质。李贤波告诉记者，

“要以做品牌为目标，制定生产的标准，提升茶
叶的品质。”

4月3日，在“第三届小凉山采茶节”马边茶
产业发展研讨会上，中茶所茶叶质量安全认证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尚文表示，马边要充分立
足生态优势发展有机茶，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和
生态意识，强化管理、加强监督，确保产品质量
安全、绿色有机。

早在《马边彝族自治县现代茶叶产业发
展规划 2017—2020》（以下简称《规划》）中就

已提出，要研究运用先进栽培技术，培育优良
品种，提高茶叶产出和质量。2017-2020 年期
间，积极推进茶树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茶
树新品种选育工作，力争选育出优良茶树新
品种 1—2 个。到 2020 年，示范片内的良种化
率达到 100%。

同时，《规划》提出，要积极完善马边茶叶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对茶叶感官品质、理化、农残、
重金属等指标进行严格检测，全面加强规划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以保证马边茶叶的优质。
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建立一套完善的茶叶质
量检测体系和生产管理机制，打造“马边绿茶”
中国驰名商标。

据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到今年7月底前，马边将结合乌蒙山区科
技部定向扶贫项目，加强与中茶所、省茶科所合
作，制定马边茶叶产品标准，完成马边茶叶（绿
茶、红茶、黑茶等）加工技术规程制定，并在全县
推广使用。

生态、绿色、有机……是当前马边茶产业正
在努力打造的标签。对此，马边彝族自治县县委
副书记、县长沙万强强调，马边要大力增加名优
茶产量，建设优质茶叶万亩示范区，加大有机茶
叶发展力度，建设万亩有机茶示范片，把马边建
成全国生态茶叶生产基地示范区。到 2020 年，
马边优质、高产、高效茶园面积要稳定在 22万
亩，良种率达到90%，其中绿色有机茶园达到20
万亩，建成“中国有机茶重点县”。

提升品质的目标，是为了打造、擦亮、推广
好马边茶叶的品牌。

记者了解到，马边区域公用品牌“马边绿
茶”于 2012 年获得四川省著名商标，2016 年复
审通过。2019年1月，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授予
马边区域公用品牌“马边绿茶”为改革开放四十
年四川茶业最具发展潜力品牌。数据显示，2018
年“马边绿茶”品牌价值达13.42亿元。

近年来，在马边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马边绿茶”抓住契机，不断提升知名度、美誉
度、影响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不仅
大力规范“马边绿茶”四川省著名商标的使
用，不断培育和壮大“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农
产品品牌体系，马边还通过举办茶类活动强
化品牌宣传。

4月3日，马边举行“第三届小凉山采茶节”
活动，现场采茶、制茶、论坛、签约及文艺晚会等
活动精彩纷呈，让人尽情感受、体验马边茶文化
的独特魅力。

加大马边茶品牌推介，是当前马边农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

据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马边不仅每年举办采茶节，还积极参加四
川农业品牌提升行动。

记者了解到，在 4月 19日至 4月 21日即将
举行的“第四届中国茶乡峨眉山国际茶文化博
览交易会”上，马边拟组织森林茶业、金星茶业、
永绿茶业等 8家茶企参展。展馆设计构想将突
出生态、有机、彝文化等元素，展示马边茶业优
势和民族文化特色。同时，计划组织四川森林茶
业有限公司、马边金星茶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马边永绿茶业有限公司、马边高山茶叶有限公
司、马边永山茶叶有限公司共 10家茶叶企业参
加与采购商签约活动。

不仅如此，下一步，马边还将组织企业参加
中国第三届茶博会（杭州）、第八届中国（成都）
国际茶博会等茶类展会，推动马边茶叶走进更
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擦亮马边茶品牌。

阳春四月，记者在马边劳动乡的小荣丁标
准化示范茶园里遇到了村民李松成，他正忙着
准备食材、布置桌椅。“中午，有 10位客人要在
我的农家乐用餐，明天还有两桌预定呢。”从贫
困户到民宿主人，李松成表示，这一变化都离不
开马边茶产业的发展。“茶产业的发展让我们种
植有技术，销售有门路。同时，茶产业的发展还
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创收的路子也多了起
来。”

近年来，马边加快茶特色村的建设，促进茶
旅融合。李松成告诉记者，政府用3万元对他家
的一个房间进行了民宿改造。“旁边还有三户农
家也进行了民宿改造，我们以后日子一定会越

过越红火！”
在马边高山小荣丁标准化示范茶园，记者

遇到了正在路旁种植格桑花的工人。工人告诉
记者，现在正是播种格桑花的季节，到了 6、8
月，小荣丁的茶园路旁就会开满美丽的格桑花，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赏。

种鲜花、建亭子、修民宿、开茶庄……如今
劳动乡小荣丁的发展日新月异。事实上，小荣丁
只是马边实施“转型升级、美丽发展”战略的一
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马边坚持走特色、生
态农业发展之路，坚持农业（茶叶）产业与乡村
休闲旅游业融合发展。

改外观——马边根据各地情况，大力发展
特色茶园。在各茶园栽种不同种类树种如桂花、
银杏等，并完善各园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新建
及完善排水沟、蓄水池、茶区道路、硬化道路、工
作便道等基础设施以及茶树树冠改造、改种换
植，促进茶叶旅游观光园区发展。

增功能——把茶叶生产、加工与观光、农事
体验旅游、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地方
特色、文化内涵，大力建设产业融合示范园，完
善示范园配套设施。

扬文化——以马边茶为主题，结合彝族文
化、明王寺、石丈空等历史，计划邀请专家著书
立说，广泛宣传马边茶文化。

思路决定出路。当前，劳动乡小荣丁生态休
闲观光茶园、苏坝镇白杨槽生态休闲观光茶园、
劳动乡柏香村生态休闲观光茶园等各具特色的
茶园已成为马边茶产业的“新名片”，“小荣丁
——柏林——龙沱沟——兴隆——西城”百里
茶叶产业带正在形成。

到2020年，马边计划在已建成的15个千亩
标准园的基础上，新建 5个千亩标准园。同时，
以“有机绿茶”为特色，新建1个“茶文化主题博
览园”，集茶产品展示、茶艺表演、采茶、制茶、休
闲品茗、茶生态农庄、茶文化博物馆、举办茶文
化节等为一体，弘扬传统茶文化，提升马边茶叶
知名度。

重绿色提品质 茶叶越香越浓

多渠道助推广 品牌越擦越亮

融茶旅扬文化 产业越拓越广

助脱贫增收益 振兴路越走越宽

（本版图片由中共马边县委宣传部提供）

签约仪式现场

传统制茶——杀青工艺

马边劳动乡小荣丁茶旅融合民宿安置点

采茶比赛

马边小荣丁高山生态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