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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生意”增添村民收益

在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千岛湖
的碧水环绕间，有一座远近闻名的“抹
茶庄园”。

2005年，带着传承茶文化的梦想，在
日本生活 10 余年的郭松梅决定回国创
业。在考察浙江多地后，她在枫树岭镇汪
村村扎下根，计划在这里建设有机抹茶生
产基地。

汪村村依山傍水，正是理想的种茶
地。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的
帮助下，郭松梅花了多年时间，一步步完
成茶园开垦、土壤改造、茶苗选种、茶厂
建造等工作，把村里的 694亩荒地变成了
一片现代化茶园。

2013年，郭松梅的“抹茶庄园”出产
第一批有机碾茶。渐渐地，纯生态、高标
准的产品赢得了市场认可，“来自千岛湖
的抹茶”也在业内打响了知名度。

每年谷雨前后，都是“抹茶庄园”的
繁忙季。茶农将采下的春茶鲜叶送到庄园
的茶厂，经过遮阳覆盖、蒸汽杀青等多道
工序，制作抹茶原料。今年，产品在上市
前便已被企业客户订购一空。

“根据不同品种茶树的发芽时间，我
们会进行不同产品的加工生产。3月中旬
左右，茶园会将鲜叶制作成碧螺春等名优
茶；从谷雨一直到5月中下旬，我们主要
进行抹茶原料生产。目前，茶园每年名优
茶亩产值为 6000 元—7000 元，抹茶亩产
值达到3万元以上。”郭松梅说。

从荒地到茶园，“抹茶庄园”给当地
带来不小的变化。不少村民了解了抹茶产
业，还有许多本村“宝妈”、老人进入庄
园工作。

“今年春天，共有 90多名本地茶农参
与茶园的‘抢鲜’。最多时，茶园曾聘用
260 名本地采茶工。有老员工加入茶园工
作已有18年，年收入为5万—6万元。”郭
松梅说，“创业至今，庄园共为本地茶农
发放工资2000多万元。”

近年来，随着淳安县以下姜村为核
心、联合周边 24个行政村协同发展，“抹
茶庄园”入选“大下姜”茶旅融合区。郭
松梅把握机遇，推动茶园体验游览、“三日
茶寮”民宿及“抹茶千家”抹茶产品等项目
发展。“希望更多本地村民加入茶园的事
业，实现家门口就业。”郭松梅说。

“茶文旅”带旺乡村客流

戴斗笠、背竹篓、逛茶园。今年春
季，“踏青采茶”成了热门的出行方式。

在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八亩后村的
五凤茶园，西班牙侨眷、桥墩镇侨联副
主席谢秀婷这段时间带队做了不少茶园
体验游。

4 年前，谢秀婷来到五凤茶园投资建
设“茶缘居”民宿。之后，她积极对接旅
行社资源及省内中小学校，承办生态游览
和研学活动，渐渐打响了五凤茶园和“茶
缘居”的名号。与此同时，谢秀婷参与了
当地“共富茶园”项目，认领 10 多亩茶
园，促进茶园与民宿业态相结合。2022
年，“茶缘居”获评温州市级“侨家乐”
四星品牌民宿。

“如今的春茶季已成了五凤茶园的观
光旺季，不少周边及全国各地的游客会来
这里观茶海、学采茶。”谢秀婷说。

谢秀婷介绍，围绕生态旅游，五凤茶
园近期开设了“跟着 《茶经》 做茶饼”、
唐代煎茶展示、汉服采茶等生态游览项
目。同时，茶园还运用“苍南翠龙”“苍
南红茶”等本地茶特产与山中土菜相结
合，为游客带来舌尖上的茶宴。

今年，五凤茶园开发的研学体验项目
也受到许多小游客的欢迎。不久前，多批
浙江省内的中小学生来到这片万亩茶田。
孩子们化身小茶农，在茶园采摘嫩芽。在
本地茶农和专业师傅的带领下，学生将茶
青进行摊晾、揉捻、炒制，体验亲手制茶
的乐趣。

开春以来，五凤茶园已吸引了近万名
游客。“近两个月，我们的民宿一直处于
满房状态，‘五一’假期的房源也已经预
订了80%。今年，我们还将推出更多特色
游览项目，希望在引流圈粉的同时，带
旺茶叶的销售。”谢秀婷说，“希望这片
宝藏茶园能获得更多游客的了解和喜
爱，也希望随着茶园的发展，能开发更多
旅游项目。”

“茶创意”延伸共富链条

“上春山”“紫苏饮”“春见青顶”……今年谷
雨时节，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相见村在新
开的“茶事服务中心”办了一场特殊的茶饮
品鉴会。一道道根据“天目青顶”茶开发的
新式饮品被端上餐桌，吸引了许多游客和

村民前来品尝。
这些新茶饮品源自乡贤潘青青与浙江

农林大学的一场创意合作。
潘青青从法国归国，多年来从事旅游

行业。2016年，她与相见村签订整村开发
协议，担任“乡村运营师”，围绕本地茶
产业与民宿集群开启探索。

潘青青介绍，相见村是“天目青顶”
茶的主产区之一。然而，由于地处海拔约
600 米的山顶，这里的茶叶出产和上市较
晚，在价格和销量上难以与其他早茶竞
争。近年来，村子里积极开办茶厂、举办

“茶评会”、开发茶文旅、打造“相见恨晚
茶”品牌，相见茶的知名度逐渐提高。近
几年，新茶饮赛道的蓬勃发展，为相见村
茶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思路。

去年起，潘青青与浙江农林大学茶学
与茶文化学院达成合作，通过引入新茶
饮制作配方与技术，结合本地的“天目
青顶”茶和特色中草药，共同开发养生
茶和节气茶。相关产品不久前在相见村

“茶事服务中心”的“相见茶谣”店进行

了首秀。
基于本地茶特色，潘青青还着手开发

了茉莉白桃、凤梨香橙等风味茶。此外，她
还与杭州的茶文化创意产品公司合作，在
周边产品上下功夫，推出了茶叶洗面奶、茶
肥皂、茶糖果、茶熏香、茶精油等，并把相关
产品融入了相见村民宿业态。

“开发新茶饮和茶周边，既能帮助村里
的茶产业跳出传统的茶叶赛道、增加产品
附加值，也能帮助村子发掘更多消费亮点，
走好农文旅融合的路子。”潘青青说。

近几年，相见村的旅游事业逐渐红
火，特色的高山民宿与茶文旅吸引了不少
年轻游客。2021年，相见村获评首批临安
区“侨亮乡村”示范点。2023年，潘青青
主理的“相见茶舍”被评为浙江省级“乡
村侨舍”。

“小茶叶也能作出大创意。”潘青青
说，“期盼通过有创意的好点子，发挥好
村里的茶底子，打造好文化旅游业态，进
一步助力村经济发展。”

图①：在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相见
村，工作人员在相见茶事服务中心提供茶
饮品。 受访者供图

图②：在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八亩后
村五凤茶园，学生参与研学游览。

受访者供图
图③：4月10日，在杭州市淳安县枫

树岭镇“抹茶庄园”里，茶农们正在加铺
遮阳网，提高茶叶品质。

谢航凯摄 （人民图片）

本报电（记者严瑜） 近日，“歌剧《侨批》·
中国侨乡”万里行巡演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巡演首
站广东深圳举办。本次巡演由中国侨联文化交流
部、广东省侨联指导，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
市侨联主办，珠海演艺集团承办。中国侨联文
化交流部副部长郭启华出席新闻发布会。

一纸侨批家国情，千里尺素抵万金。侨批
盛行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是海外华
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
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
2013 年 6 月，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

“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名录”。

作为广东省重点文艺项目，珠海首部原创
民族歌剧 《侨批》 以珠海唐家湾为背景，通过
挖掘“侨批”这一岭南地区特色文化资源，讲
述了海外华侨讲信誉、守承诺的艰难创业史与
浓厚的家国情怀。该剧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珠海市委宣传部、珠
海高新区管委会出品，珠海演艺集团制作推
出，自2022年10月在第二届珠海艺术节上首演
以来，先后在北京、重庆、澳门等地交流演
出，感人至深的故事引发观众共鸣。

珠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闵云童介绍，
此次“歌剧《侨批》·中国侨乡”万里行巡演活
动将以舞台艺术展演为核心，于4月24日至5月
15 日组织歌剧 《侨批》 赴深圳、汕头、厦门、
宁波、东莞五个重要侨乡城市开展多场巡演活
动。同时，主办单位将结合巡演工作安排，因
地制宜，组织音乐会版歌剧 《侨批》 走进侨资
大学宁波大学，组织主创主演走进汕头华侨博
物馆、宁波商帮博物馆等，通过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配套活动，讲好“侨”文化故事，提升

“侨”文化影响力、感召力。“歌剧 《侨批》 将
给观众们带来一道饱含岭南风味的文化大餐，
通过侨批这一文化记忆，展现珠海、广东乃至
粤港澳大湾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华侨文
化、岭南文化的最新成果。”闵云童说。

珠海演艺集团总经理邹建红介绍，为了准
确呈现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歌剧 《侨批》 主
创团队历时两年，赴多地采风，数易其稿。希
望通过此次“歌剧《侨批》·中国侨乡”万里行
巡演活动，吸引更多海内外侨胞走进剧院观看
歌剧《侨批》，以文艺为媒，让华侨华人感受到
祖国的温暖。

本报电（记者高乔） 近日，以“同根连心
侨见芳华 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4侨媛故乡
行”活动在浙江省金华市举行。来自 20多个国
家的 180 余名浙江省侨媛会成员、侨界女企业
家、女留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加强海内外侨界
女性联络联谊，感受中国高质量发展新貌。

活动开幕式上，10 位在文化交流、科技创
新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侨界女性代表受聘

“侨建新功友好使者”，浙江省侨媛会 11名会长
团成员发出“浙江侨媛助力高质量发展”倡
议。开幕式后，侨界女性代表在“侨媛课堂”
上，围绕“新质生产力”“地瓜经济”“创业创新实
践”等主题进行经验分享。代表团一行赴浙江省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熊猫猪猪·两头乌国
际牧场实地考察。

据悉，金华市婺城区近年来发挥侨界资源
优势，在拓展海外联谊、依法维护侨益、弘扬
中华文化、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一定成
效。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婺城区将继续为侨界
女性投资兴业提供有力支持。

本报电（韩文、张洁） 近日，在华侨抗日
女英雄李林牺牲 84 周年之际，“李林烈士牺牲
84周年敬献花篮仪式”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
举行。

作为“共续红色侨文化，书写晋闽山海
情”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该活动由山西省归
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
中共朔州市委统战部、朔州军分区、朔州市归
国华侨联合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网山西
频道协办，中共平鲁区委、区政府承办。

1915 年，李林出生于福建漳州，幼年侨居
印度尼西亚。1938 年春，李林率部深入绥南晋
北与日伪军战斗，骁勇善战、屡建战功。1940
年4月，为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李林带着3个
月的身孕，率骑兵排勇猛冲杀，在山西省朔州
市平鲁区壮烈殉国，卒年24岁。

“李林烈士牺牲84周年敬献花篮仪式”在平
鲁区李林烈士陵园举行。600余名各界代表在陵
园英雄纪念碑前，手捧鲜花肃立默哀，表达对
长眠在此的李林烈士和牺牲在平鲁大地上的革
命先烈的无限敬意和绵绵哀思。

“民族女英雄，大名叫李林，远离南国到塞
外，抗战为人民……”现场，平鲁李林中学学
生合唱组歌《李林颂》，人们的思绪也随着音乐
回到80多年前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青山铸忠魂，鲜花祭英灵。伴随着深情的
《献花曲》，礼兵抬起花篮，正步行进，将5个花
篮整齐摆放在陵园英雄纪念碑前。

山西与福建，一山一海，远隔千里，但晋
闽两地同以英雄为念，建立起浓浓山海情。当
天，还举行了朔州市平鲁区与漳州市龙海区缔
结友好县区合作签约仪式和集美中学、李林中
学、李林烈士陵园、李林烈士纪念馆“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协议签署仪式。

歌剧《侨批》开启侨乡巡演

晋闽共同纪念华侨烈士李林

浙江金华举办“侨媛故乡行”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侨 界

关 注

春茶点亮侨乡“春日经济”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眼下正值春茶成熟的好
时节。在侨乡浙江，以茶为
特色的“侨家乐”民宿及

“乡村侨舍”等开启了一轮春
茶采制忙。

在杭州、温州等地，归

侨侨眷、返乡乡贤与当地茶
农合作，挖掘春茶消费热
点，拓展春茶产业链。片片
春茶，成了当地拉动“春日
经济”的“金叶子”，成为乡
村富农增收的好帮手。

①①①

②②②

③③③

每年 4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是“世界太极
日”。近来，海外华侨华人举办多种庆祝活
动，在与太极爱好者交流太极文化的同时，
以“武”会友，增进友谊。

新 加 坡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4 月 27 日 举 行
“2024 世界太极日”系列活动。活动邀请中
国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李凤梅与当地太极爱
好者分享太极文化和实用技巧，同时推出

“太极非遗工作坊”，带领太极爱好者体验太
极运动。

李凤梅告诉记者，太极拳在新加坡受众
广泛，当地民众将之视为有益身心健康的运
动方式。结合当地情况，她在讲座中设计了
太极拳的发展历史、现代习练方法和养生原
理三部分内容，配合现场太极拳表演，让现
场观众直观了解太极拳，感受太极拳魅力。

“太极拳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文
化交流载体。”李凤梅说，新加坡是一个多元
文化国家，太极拳在这里成为连接不同族群、
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当地社会各界的支持
使得太极拳在新加坡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和发
展，相信随着当地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会有
越来越多人了解太极拳、爱上太极拳。

李凤梅表示，对于海外受众而言，太极

文化往往被视为一种充满哲学内涵和东方智
慧的体育运动，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身心和
谐、人与自然相处的哲学思考。“他们欣赏
太极缓慢而流畅的动作，认为这种运动方式
有助于放松身心。”

在米兰，意大利中文太极文化节4月27
日开幕。除主会场米兰市政府展览中心外，
文化节还在米兰中国文化中心、米兰省督府
成人教育中心、米兰比可卡大学和米兰费米
尔高中等场地设分会场，向参会者现场传授
中华武术和中华文化精粹。

据米兰中国文化中心负责人李群来介
绍，此次文化节结合“国际中文日”，融入
更多“中文+”元素，同期举行太极展演和
比赛、“中国书法之美”和“汉字起源”展览、以
中文教学的太极体育课程等系列活动。

李群来表示，太极和中文是中华文化的
代表性符号，在意大利开办中文太极文化
节，能够让当地民众和学生更好理解和欣赏
不同文化，增进两国民众友谊。希望此次活
动能够成为当地学生展示中文学习成果、感
受太极文化魅力的平台。

“世界太极日”前夕，贝宁中国文化中
心太极武术队在贝宁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进

行了一场“走出荧屏”的太极表演，吸引当
地民众关注。据悉，参与表演的太极武术队
员多数在中国参加过专业培训，他们跨越大
半个贝宁来到电影节现场参加表演，希望与
贝宁各界及国际友人共享太极文化。

贝宁国际电影节上还播放了中国太极选
段，贝宁中国文化中心太极武术队队员在现
场进行相应展示，“进、退、顾、盼、定”
等招式引得当地民众跃跃欲试。

（据中新社电）

4月27日，太极爱好者在新西兰奥克兰参加“世界太极日”活动。当天，由奥克
兰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的“世界太极日”展示及体验活动在奥克兰举行。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以“武”会友 共庆“世界太极日世界太极日””
门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