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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结合 别有洞天

大湾村走好绿色路 打响生态牌

茶叶长起来，山间绿起来，生态好起来。

“我们村现在走的是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

绿结合的发展路子。”余静说，依托丰富的红

色、绿色旅游资源，去年村里接待的游客达到

30多万名。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大

湾村大湾组，现大湾组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大湾村汪家祠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

安徽省工委旧址；大湾村王家老屋，为六区十

四乡卫生室旧址——这是红色资源。

毗邻天马自然保护区马鬃岭景区，境内

景点有兵家必争之地帽顶山、十二檀千年古

树群、三官庙、百丈岩等众多自然和人文景

观，还有生态绿色有机茶园4000余亩——这

是绿色资源。

行走在大湾村里，除了美不胜收的自然景

观，错落有致的民居布局也让人眼前一亮。“村

里引进了鸿源集团投资建设 26 栋精品民宿

群，预计今年国庆节前后可运营。”余静说。

接下来，大湾村还将利用大湾村茶厂招

商引进蝠牌茶业打造集旅游、观光、茶叶加

工、销售、休闲品茶为一体的茶文化旅游产

业，在大湾村发展民宿特色旅游，将大湾村打

造成为又一个旅游景点。

此外，为了丰富业态，大湾村还打造了十

里漂流项目，预计下半年跟大家见面。

在大湾村茶厂的茶叶收购点，记者遇到了

前来交售茶叶的李凤霞。天上下着雨，她穿着

一双胶鞋匆匆赶来。忙活了一上午顾不上吃

饭，她赶忙将新鲜采摘的2斤鲜叶送来收购点。

“前几年，一到下雨，我就不敢出门。”手里

攥着卖鲜叶得来的100多元，李凤霞回忆起村

里过去的景象：只要下雨，村里就没有路了，桥

都能被冲塌；四月正是采茶季，多雨水，也影响

采摘，加上销路不畅，日子过得很紧巴。

这几年，路修好了，村里也引进市级龙头

企业安徽蝠牌茶业股份公司入驻。这不仅解

决了大湾村茶叶加工销售的难题，还将过去制

作的“大路货”变成制作精品瓜片茶，带动鲜叶

销售价格由 60 元/公斤上涨到 120 元/公斤，

带动400多户茶农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大湾村第一书记余静告诉记者，下一步，

他们将对安徽蝠牌茶业公司进行升级改造，

使其发挥龙头带动作用，2020年计划培育茶

叶家庭农场 10 家，同时积极引进战略投资

者，通过与国内外茶企的合资合作，带动更多

的茶农增收。

另外，大湾村还利用气候条件、土壤环境

等优势，支持贫困户因户制宜发展中药材种

植，山羊、黑毛猪、黄牛养殖等特色种养业，目

前具备条件的贫困户都发展了1项以上主导

产业，家家建起了绿色“小银行”。

片片小茶叶 致富大功臣

红绿相辉映 乡村旅游火

村民在新建步行栈道，助力当地旅游居民家中饲养的猪大湾村新建的游客中心内，当地特色农产品已摆上货架

金寨当地新鲜采摘的茶叶

马鬃岭脚下的大湾村

4月20日，细雨迷蒙，记者

沿着蜿蜒山路来到金寨县花石乡

大湾村。正值万物回春，这里早

已绿意盎然。当地村民正忙着采

春茶，漫山遍野的绿色里孕育着

希望。

如今，依托生态优势，大湾

村正大力发展茶产业，拓宽群众

增收致富渠道，山水之间一片片

茶园在春风里翠色欲流。通过茶

旅融合等方式，大湾村的茶产业

已初具规模、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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