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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斑兰——

林下闲置土地变成“绿色海洋”

“斑兰喜水、喜阴，适合林下种植。”
2023 年 7 月，当英国友人伊恩到加昌村了
解斑兰发展状况时，村民符大涛在槟榔林
下，边介绍边上手示范斑兰的种植技术，

“从一棵茂盛的斑兰母株上取下比较茁壮的
分株，把距离根部较近的一些斑兰叶修剪
掉，然后种植到土壤里，持续浇水 7 到 15
天，斑兰苗便可以存活。”

加昌村种植斑兰的历史悠久，不过大
规模种植斑兰始于4年前。

2019年，在外闯荡 25年的加昌村民林
明天回乡探亲。次年，他投资 100多万元，
创办重兴斑兰农庄，带动村民发展斑兰产
业。与此同时，加昌村委会成立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鼓励村民扩大斑兰种植面积。

“此前，加昌村的农业产出以椰子、槟
榔、莲雾和凤梨为主，乡亲们收入不错，
但大量的林下土地闲置。”林明天说，海南
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斑兰。此外，斑兰
种苗种植1次，就可以连续采摘10至15年，
期间每隔2个月就可以采摘1次，有“一次种
植，多年收益”的优点。种斑兰，在不影响原
来收入的基础上，乡亲们又会多一笔进项。

规模化种植斑兰，遇到技术问题怎么

办？加昌村民有帮手——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农垦南繁文昌基地等科研机构的专
家。重兴斑兰农庄成立不久，这些科研机
构就与加昌村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不
少专家已是村民们的老朋友了。

在加昌村，专家时常上门送技术。3月
12日上午，海南省农函大、海南省科协、文
昌市科协在重兴斑兰农庄举行了助农春耕
科技志愿服务联合行动。活动现场，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副研究员
鱼欢受邀为斑兰种植户做了一场林下间作
斑兰技术科普培训。“非常实用！”符大涛表
示，“培训不仅帮我们了解斑兰的生长习性、
土壤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知识，还对
我们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
解答。这让我们种斑兰心里更有底了！”

在加昌村，1 亩地可以种植 1000 株斑
兰，全村斑兰种植面积已超过 2000亩。曾经
闲置的林下土地如今已变成“绿色海洋”。

作为村里较早规模化种植斑兰的人之
一，符大涛除了自己种植 20 余亩斑兰外，
还加入加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其他农
户一起合作种斑兰。“我们的斑兰不愁卖，收
益有保障。”符大涛介绍，村委会作为代理方
统一对外签订收购订单，几年前已与入驻
村里的企业签订保底价收购协议——企业
以不低于 2.6 元/斤的价格收购鲜叶 （根据
市场价格浮动）。此外，村委会与村民就林
下土地进行合作，统一安排人员进行施肥、
浇水、除草等日常管理，年底按照当年产值
收益的15%给村民分红。

数据显示，加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利用
壮大集体经济经费50万元、厂房租金60万元
以及斑兰鲜叶、斑兰分裂苗收益 30万元，采
取村民土地入股的方式扩大斑兰种植面积。
在厂房租金及斑兰产业营收方面，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年度收益 105万元以上；村民林下
种植斑兰每亩年度稳定收益 3000 元以上。
2023年，加昌村村民人均收入达2.31万元。

卖斑兰——

带着乡亲搭乘电商致富快车

“今天，快递货车头一回进村上门收
货，乡亲们不用自己跑去镇上寄快递了。”3
月 22日，重兴斑兰农庄电商负责人王鑫对
本报记者说，最近村里几家电商销量都涨
了。“一辆快递货车装得满满当当，乡亲们
的钱包肯定少不了进账。”王鑫很有成就感。

王鑫是黑龙江人，曾在浙江杭州做过
多年电商运营工作。她与重兴斑兰农庄的
故事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我到海南陪伴
家人，在所住小区绿化带看到一些散落生长
的斑兰。当地朋友教我用斑兰叶煮米饭和
炖椰子鸡汤，效果很惊艳：米饭有了糯糯的
甜香，鸡汤不仅味道更加鲜美还去了不少油
腥。”电商经验丰富的王鑫随即上网查询，发
现售卖斑兰叶的网店寥寥无几。“这是一个
值得尝试的商机。”王鑫马上行动起来，实
地调研、联系电商平台、对接物流公司等。
在此过程中，她辗转认识了林明天，两人一
拍即合，决定成立重兴斑兰农庄电商团队。

“这些新鲜的斑兰叶是工人们早上刚从
地里割出来的。”在直播视频里，太阳刚升起
来不久，在椰子树下，王鑫和团队成员精心
挑选出“又宽又长还够绿”的优质斑兰叶，
整齐叠放在一起，用皮筋捆好，放在有冰
袋的泡沫箱里，密封后等待发货。“上午打
包好，下午就能运到海口，晚上就出了岛，
斑兰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家门口。”王鑫说。

王鑫坦言，线上销售取得现在的成绩
不容易。“一开始，我们一天只能在网上卖
出几斤斑兰叶和斑兰苗。不过，我们从没
想过放弃。随着斑兰的市场知名度和青睐
度越来越高，斑兰的销量逐渐提高。现
在，我们平均每天卖出 4000多斤，其中线
上平均每天的销量在500斤左右。”

现在，斑兰农庄已培养出5名较有经验
的电商主播。“越来越多村民开始了解并学
习电商。除了卖斑兰，不少村民把自家产
的椰子、胡椒、凤梨和莲雾等农产品，也

‘搬’到电商平台和直播间。”王鑫说。
在斑兰农庄电商平台，消费者还能看

到斑兰红茶、斑兰巧克力、斑兰曲奇、斑兰罐
装粉（家庭装）等特色产品。斑兰农庄总经
理刘一磊介绍，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
垦南繁文昌基地等科研机构的帮助下，重
兴斑兰农庄创建“重兴斑兰”一镇一品公用
品牌，联合研发终端产品。产品成形后，
村民可以通过电商及线下销售获利。

“斑兰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们尝到了甜

头。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都回来了。”令王鑫
感到欣喜的是，不少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大
学毕业后，选择回乡加入干事创业的队伍。

00 后刘陶翰就是其中之一。2023 年 2
月，大学毕业半年多，他加入重兴斑兰农
庄，身兼多职：项目落地、课程开发和媒体
发布等。回乡1年多，他黑了也瘦了，却不觉
得累：“我可以在斑兰农庄的乡村振兴项目
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广阔自由的空间
里锻炼自己的能力。文昌的乡村还有很多不
为外人所知的美好。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
让更多人了解家乡，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品斑兰——

趟出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子

一段时间以来，在重兴斑兰农庄的槟
榔树下、斑兰丛中，时常活跃着一群头戴斗
笠的小小少年。除草、割叶、育苗……在田
间地头，孩子们手上沾着泥土、额上挂着汗
珠，跟着老师和当地村民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海南多所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到重兴斑
兰农庄劳动研学的场景。

除了干农活儿，孩子们还有机会品尝
自己动手做的斑兰汤圆、斑兰煎饼等美食。

“地里香香的”“原来斑兰长这样啊”“用斑兰
做的糕点很好吃”……劳动研学结束时，很
多孩子意犹未尽，希望还有机会再来。

重兴斑兰农庄不仅是海南一些中小学
的劳动研学基地，还是海南三椰级乡村旅
游点、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文昌市委
党校现场教学点、文昌市侨联创新创业示
范点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
所产学研基地。

在咖啡厅，坐在椰树下品尝斑兰茶和
用斑兰叶制作的各式糕点；在美食园，品尝
斑兰粽、斑兰炸炸、斑兰清补凉、斑兰鸡和斑
兰公道饭等特色美食；在文化活动广场，
和当地村民一起载歌载舞大联欢……凭借
田园美景、特色美食和优质服务，重兴斑兰
农庄吸引了一拨拨远道而来的游客。据初
步统计，2023 年，前来村里观光的游客和
研学的青少年超过3万人次。

旅游发展起来了，加昌村民更重视家
园的“颜值”。近年来，加昌村民齐心协力治
理“脏乱差”，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平
坦的水泥路、文化活动广场，安装路灯，村
容村貌得到大幅改善。村里不仅安设了垃
圾分类的垃圾桶，还配了保洁人员。

斑兰农庄的咖啡厅陈列着几套精美的
文创产品。其中，一盒斑兰红茶引人注目。
浅蓝绿色的包装盒上隐藏着海南丰富的
侨乡文化元素：骑楼、帆船、老爸茶、椰子
树、斑兰苗等元素呈圆形排列，其间穿插
着海浪和祥云。圆形正中央，“重兴斑兰”
的中英文工整地书写其上。打开包装盒，
12 罐精心包装好的斑兰红茶有序排列。除
了“重兴斑兰”一镇一品的标识外，还竖排
着一行字“感谢您对乡村振兴的支持”。

“这是农庄近来最畅销的产品之一，是
我们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
所一起研制的。”刘一磊说，“这几年，借
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我们致力于高
质高效农业产业发展，趟出了路子、积累
了经验。海南文昌的侨乡文化底蕴深厚，
重兴镇有‘重教兴文’的传统，这是斑兰
农庄发展文创产品可以汲取的丰富养料。
未来，我们会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助推乡
村全面振兴！”

华侨华人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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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非开普敦迎来了一年一
度的嘉年华狂欢节。今年的狂欢节吸
引了近 10 万名观众前来观看，超过
1000名表演者——48个演出团体参与
其中。

由开普敦华人社区组成的方阵一
路载歌载舞，带来了富有中华文化特色
的演出，为整场活动增添了东方神韵。

流光溢彩的龙形花车、气势磅礴
的舞龙舞狮、刚劲有力的英歌舞轮番
登场，每到一处都会引发现场观众热
烈欢呼。

“此次参加开普敦狂欢节的华侨华
人方阵由巨龙腾飞方阵、相亲相爱一家
人方阵、潮汕英歌舞方阵、龙灯花车方
阵和卡通熊猫方阵组成。”南非开普敦
华星艺术团团长董钢说，华侨华人方阵
共有102位演员，其中年龄最小的演员
只有5岁，很多侨胞把店铺关掉，专程从
几百公里外赶过来参加演出。

“今年是龙年，海内外中华儿女将
龙视为感情寄托和身份认同，所以在
表演的设计上我们更注重突出龙的元
素。”董钢说，他们抬出了43米长的大
长龙，共有 24 人舞这条龙，龙头还精
心装饰了彩灯，在夜间更加炫目。

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和激昂的乐
曲，一条长龙腾跃翻滚、盘旋飞舞，
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华侨华人方阵中还有一辆由开普

敦侨胞自己设计制作的龙灯花车。董
钢介绍：“花车由一条巨龙和两条龙
柱组成，高度 5.2米，龙灯花车在色
彩多变的 LED 灯加持下和绸缎的装
扮下格外耀眼。”

“龙灯花车是集大家之力设计制
作完成的，我们先用钢筋围成了龙的
骨架，龙身用的是我们平常的舞龙。有
一位侨胞是做电器生意的，他为我们
提供了70多个LED灯带，让花车亮了
起来。”董钢说。

“表演现场我们遇到了大风，大
龙灯被风吹得要‘腾空而起’，我们临
时找了8条红绸子，把大龙灯固定在
花车上。”董钢说。

他说：“为了更多地呈现龙元
素，我们还安排了彩带龙表演。彩带
龙系在一根5米多长的鱼竿上，舞动
起来格外灵动。”

狂欢节巡游上，一对夜光醒狮格
外引人注目，其生动的神态、矫健的
动作引来阵阵喝彩。董钢介绍，这对
夜光醒狮是由广东佛山禅城区人民政
府捐赠的，在夜色映衬下，醒狮表演
更加生动、更有感染力。

近年来，潮汕英歌舞持续火爆“出
圈”。作为潮汕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
艺术，英歌舞流行于广东汕头、揭阳、潮
州已有300多年历史，其表演内容常常
由《水浒传》等文学名著改编而来，融舞

蹈、南拳套路、戏曲演技于一体。
如今，潮汕英歌舞火到了海外。今

年春节期间就曾在英国圈粉无数。参加
此次开普敦狂欢节的华侨华人方阵中
也加入了潮汕英歌舞，威武雄壮、气势
磅礴的表演吸引了沿途观众欣赏观看。

董钢说，潮汕英歌舞由开普敦当
地武术协会的成员们表演。在没有老
师指导的情况下，他们自己跟着视频
进行练习，因为有一些武术功底，最
后呈现的效果非常好。

《相亲相爱一家人》的音乐响起时，
身着东北大花褂的孩子们迈着欢快的
舞步登场，不时与路边的观众互动。

董钢介绍，这个表演由 20 名华
裔青少年带来，参演孩子的年龄从5
岁到 18岁，1.2公里的路程对年龄比
较小的孩子们来说还是比较远的，但
是没有一个人喊累。

在华侨华人方阵最后的是卡通熊
猫队伍，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玩偶和

“卖崽青蛙”玩偶深受观众们喜爱。
自 2017 年以来，开普敦华人社

区已经第五次参加嘉年华活动，他
们通过音乐和舞蹈展示开普敦华人
的风采。

“每年的狂欢节都是展示文化多样
性的舞台，希望能尽我们所能、用我
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中华文化。”董钢说。

（来源：中国侨网）

舞龙舞狮和英歌舞火到了南非
吴 侃

近日，云南昆明圆通山公园的樱花
进入盛花期，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
观花赏景，乐享春日时光。

▶游客在樱花树下留影。
▼游客在公园观赏樱花。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樱花烂漫春意浓樱花烂漫春意浓

侨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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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南省文昌市重兴镇加
昌村文魁村斑兰农庄，细细高高
的槟榔树下，青翠舒展的斑兰郁
郁葱葱。清风拂面，阵阵芳香袭
来，沁人心脾。斑兰是一种形似
兰花的香草，百余年前由华侨从
东南亚带回海南种植。用斑兰叶
泡茶或捣汁和面制成美食，是很
多海南人舌尖上的记忆。近年
来，随着市场青睐度不断提升，
斑兰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助
力侨乡海南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之一。

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扩

大斑兰种植面积；招商引资，及
时对接市场需求，延伸斑兰的价
值链和产业链；建立“重兴斑兰”
一镇一品公用品牌，联合科研院
所共同研发斑兰终端产品，带动
村民通过电商及线下多渠道销售
斑兰产品；农文旅融合发展，大
力发展休闲度假和劳动研学等特
色项目，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

“打卡”……重兴镇加昌村斑兰产
业发展有声有色，村民们的腰包
鼓起来了，日子越过越红火。空
气中弥漫的斑兰香，氤氲出侨乡
村民的幸福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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