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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 一 绿 乡 村 新 春 新 气 象
■本报综合报道

雨水过后，西部大地呈现出壮美瑰丽
的自然奇观：西北白雪皑皑，正是踏雪好时
节；西南绿意盈盈，却是采茶进行时。

两种风光，营造出一种气象，那就是西
部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无限希望。

不妨风雪更探微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冰雪运动成为
我国许多地方人们欢度佳节的重要活动之
一。在新疆库车，各大滑雪场人流如织，来
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尽情体验滑雪带
来的“速度与激情”;在四川汶川、乐山等
地，赏雪玩雪同样成为新潮的过年方式，南
方人在家门口也能开启向往已久的冰雪之
旅……

内蒙古
学滑冰、赏冰雕、观企鹅赛跑、和羊驼

互动……在这个与“十四冬”相约的季节，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冰雪活动，民众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逐渐升温，深切感受到了畅玩冰雪的激情
与浪漫。

在马鬃山滑雪场，呼和浩特市民韩云
云带着宠物在雪地上玩耍，尽享冰雪乐趣。

在韩云云看来，用优雅的动作体会自
由和速度，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惬意享受。

从 2023 年 11 月 18 日开始，马鬃山滑
雪季正式开放，一直持续到 2024 年 3 月。
如今，这里的 14条雪道已全部开放，包括
初级道4条、中级道6条、高级道3条、趣味
道1条。

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还开通了北京
至呼和浩特的滑雪专列，邀请全国各地的
滑雪爱好者汇聚马鬃山滑雪场，共同参与
雪地烟花秀等特色活动。

为让更多民众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近年来，呼和浩特利用公园水域、城市空
闲地等建设室外滑冰场，打造了许多冰雪
运动场地，给民众带来户外冰壶、冰滑梯、
抽冰嘎等趣味娱乐项目，降低了冰雪运动
的门槛。当地还通过举办全市冰雪趣味
运动会、冰雪嬉乐会等，激发民众赏冰乐
雪的热情。

从 2023年 12月 26日到 2024年 2月 26
日，呼和浩特市持续开展多项“冰雪运动
季”系列活动，以促进冰雪运动走进百姓生
活。

其中，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的东河冰
场，开展了冰雪嘉年华、雪地卡丁车、香蕉
船、九曲黄河阵、儿童戏雪乐园等 13个项
目，还将举办城市冬季运动会、冬季越野
赛、首届内蒙古大学生滑雪挑战赛等30多
项民众喜闻乐见的冰雪活动。

随着“十四冬”赛事的陆续开展，呼和
浩特市民的冰雪热情也被点燃。当地发挥
冰雪资源的特点和优势，将冰雪运动带到
民众身边、融入百姓生活，用喜闻乐见的形
式演绎冰雪魅力，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冰雪运动在这里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动冰雪运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

新疆
禾木村，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大山深处

的一个小村庄。每到雪季，皑皑白雪覆盖
着山峰、森林和民居，宛若一幅水墨画。近
几年，禾木村的冰雪旅游日益红火，越来越
多的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在这片“人间仙
境”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年味。

“粉雪和大山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新年
味。”滑雪发烧友罗正烨说，为了能和 7岁
的女儿在禾木村滑雪过春节，他提前两个
月就订好了酒店，“只要滑雪场正常开放，
我俩几乎天天都会去滑雪”。

他所说的是吉克普林滑雪场，距离禾
木村仅几公里，因优质粉雪、超长雪期和多
元化雪道设计等特点被众多雪友视为国内
滑雪场的“天花板”。罗正烨告诉笔者，这
个春节假期，禾木村里随处可见穿着雪服
的游客，“都是和我们一样来滑雪过年的”。

除了去滑雪场“打卡”，罗正烨还特意
找来了当地传统的毛皮滑雪板带着女儿一
同体验。在村边的一处缓坡上，他和女儿
踩着毛皮滑雪板向上走几米再滑下来，尽

管总会摔倒在雪地里，但父女俩玩得不亦
乐乎。

“当地人使用的毛皮滑雪板，被认为是
最古老的滑雪板之一，上脚试一试的感觉
很独特，能在脑海里留很久。”罗正烨说，除
了优质的冰雪资源外，当地的民俗文化也
是禾木村的魅力所在。

禾木村村委会委员恩克告诉笔者，禾
木村的居民大多是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
族，过去主要以放牧为生。每年春节，村里
都会举行毛皮滑雪板、马拉雪橇、射箭等民
俗比赛和活动来庆祝新一年的到来。

近些年，吃上“旅游饭”的禾木村村民
腰包渐鼓，不少人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送
到县城养老、读书。“冬天村里的本地人没
有以前多了，但过春节时却变得更热闹

了，”恩克说，因为多了不少来禾木过年的
“山外来客”。

福建游客谢佳欣就是其中之一。“白天
有民俗比赛、晚上有篝火晚会，既能感受当
地文化，又能和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唱
歌、跳舞，这样过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太
难得了。”她说，原计划只待两天看看雪景，
临时将行程增加到6天。

得益于游客数量增加，禾木村的传统
民俗文化有了新展台，以往“冬闲”过大年
的牧民也开启了“冬忙”模式。

夏天骑马观景、冬天骑马踏雪是禾木
村的特色旅游项目，颇受游客欢迎。村里
为此成立了马队合作社，每户村民都可以
带着自家马匹参加，按顺序为游客提供服
务。马队设计出几条不同的骑行线路，根
据距离和难度规定统一价格，既让队员们
增加收入，又让游客玩得舒心。

“这个春节游客多，我家的马都比前些
年更忙了。”马队成员巴叶尔特说，直到初
六下大雪没什么游客，他才踏踏实实在家
歇了一天。春节期间，他每天能接待三四
波游客，收入一千元钱左右。

谈起“春节越来越忙”的变化，巴叶尔
特笑着说：“忙点不怕，这样新一年的生活
更好。”

煮茶尝摘兴何极

在北国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同时，在
我国主要产茶区之一的西南，则是迥然不
同的景色。

四川
2月16日，春节长假还没有结束，四川

省乐山市夹江县全国生态低碳茶园种植基
地的茶农们已经开始忙着采摘春茶嫩芽，
农历龙年第一锅春茶散发出浓郁清香，为
茶农挣下新年的第一笔收入。

一大早，夹江县修文村 2 社村民胡淑
均和十几户茶农就来到茶园采摘春茶，灵
巧的双手熟练地采摘嫩芽，腰间的背篓装

满翠绿的鲜叶。
“这是今年的第一波茶，还在过春节，

我们就开始摘了。”胡淑均介绍，由于今年
气候适宜，茶叶采摘期早，价格相对可观。
他们家有10多亩茶园，“一天摘35斤左右，
收入3000元以上。”

去年9月，夹江县获“全国生态低碳茶
示范基地”称号，夹江县生态低碳茶核心区
集中在木城镇修文村，海拔 800米至 1100
米，气候湿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生态环
境好。

“修文村高山生态低碳茶园有 1 万多
亩，加上套种两三千亩脆红李，年产值能够
达到1亿元以上。”修文村村委委员张国彬
说，今年天气非常适合茶叶生长，今年的茶
叶采摘期提早了，农民有望增产增收。

茶园采茶忙，茶叶加工也提早复工复
产。在五显岗村森之源茶叶加工基地，刚
从本地茶园收购回来的鲜叶正在晾晒烘
干，等待加工新茶。曾获四川手工制茶师
大赛冠军的刘校宏亲手炒制第一锅春茶。

“去年年底，我们茶园下了一场大
雪，瑞雪兆丰年，我们的茶叶品质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手工制茶师刘校宏说，今
年手工炒制出来的茶叶，口感、香气都比
以前更好。

人勤春早，茶农增收。作为夹江县主
导产业的茶产业，春茶收入要占茶农全年
茶叶种植收入的 70%以上。春茶采摘季
节，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人数达
到上万人，人均采茶收入达8000元以上。

四川雅安地处“华西雨屏”带和成都平
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四季雨水充沛，
是中国较早一批采摘春茶的地区。

俗话说“一两春茶一两金”。经过一个
冬天的休养，茶树在雪融化后的土地上不
断生长，逐渐萌发出饱满青嫩的茶芽，绵绵
春雨过后，茶园已是一片碧翠。

清晨的蒙顶山上，薄雾弥漫，茶农们斜
挂竹篓，双手翻飞，在一片青绿中穿梭，收
获满满一兜翠色。那一兜翠色再经茶人炒
制后，便化作杯盏中一抹升腾的春意，这是
春天送给人们最好的首礼。

“天将化雨舒清景，萌动生机待绿
田”。一杯春茶让人们在雨水时节迎来一
场春的欢喜，有感于生命的勃发，也让人们
怀揣炽热的希望，迈开逐梦的步伐。

2月 19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护国
镇梅岭村特早茶基地，茶农们抢抓雨水时
节采摘春茶。

近年来，纳溪区按照基地规模化、生
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发展思路，大力推
进茶产业精深加工，推进“茶产业+文旅”
融合发展，拥有茶园面积 31.5 万亩，茶叶
总产量达 2.3 万吨，茶叶不仅带动茶农致
富，还能让周边村社的留守妇女、老人就
近就业增收。

广西
2月 19日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雨

水”节气，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早春茶嫩芽
勃发，当地民众抢抓晴好天气，赶采早春
茶，茶园里穿梭的身影成为春日侗乡的靓
丽风景线。

三江县地处桂、湘、黔三省 (区)交界
处，有着“高山云雾出好茶”的优越自然环
境，获“中国名茶之乡”称号。该县着力将

“小叶子”打造成“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能。目前，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21.5万亩，茶产业成为侗乡民众持续稳定
增收的“绿色银行”。

时逢三月，春茶吐翠，春意盎然。随着
大地回暖，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
族自治县无量山 12万亩生态茶园－藏茶

谷开始进入采摘期。
身穿彝族服饰的采茶女工，腰挎茶篓，

穿梭在茶垄间，双手飞快地在茶树上舞动，
娴熟地采摘着春茶鲜芽，在一捏一提之间，
鲜嫩的茶芽便迅速滑入茶篓中。此时此
刻，她们脸上洋溢起了收获的幸福喜悦。

近年来，南涧以绿色茶产业发展为契
机，按照“文旅引领，三产融合，多业叠加”
的发展思路，依托无量山樱花谷、藏茶谷建
设，着力推进“绿色食品牌”和“健康生活目
的地”有机融合，坚持绿色茶产业与全域旅
游相结合，实现以旅带农、以农促旅，全方
位助力乡村振兴。

云南
虽是冬日，但景洪市大渡岗乡的万

亩茶园仍然一派生机盎然，万亩“茶海”
一碧万顷，“彩虹”步道环绕山间，盛放的
冬樱花点缀其间，美景吸引了各地游客
慕名而来。

在万亩茶园里体验采茶制茶，学习茶
知识、茶文化、茶礼仪无疑是游玩的必选
项。冬日温暖的阳光下，茶树嫩绿吐舌的
新芽儿，仿佛在向我们招手。采茶时要采

“两叶一尖”或者“三叶一尖”。用拇指和食
指轻轻地夹住叶间幼梗的中部，往上一提
便能采到新鲜的茶叶。将刚采摘下来的茶
叶倒入炒锅，双手不停地将茶叶来回揉捻、
翻炒，就能闻到阵阵清香。炒制完成的茶
叶要趁热揉捻，使叶片内的叶汁流出，茶叶
卷成条索，进一步形成茶叶的形态，制茶最
重要的步骤就基本完成。

在色彩鲜艳的彩虹路上放眼望去，可
以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茶山，闻着茶香，看
云卷云舒，在彩虹路上听风声鸟鸣，非常
惬意。

在大渡岗万亩茶园，云海环绕山间，一
条条蜿蜒的“彩虹”步道将茶园环抱，漫步
在这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的茶园里，让人仿
佛置身于“油画”之中。沿着“彩虹”步道，
还有极具烟火气的山乡集市，集市上应季
水果、农特产品以及民族特色的饮料和烧

烤等一应俱全。
2019 年，大渡岗乡面积为 65246 亩的

连片茶园，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定为“世
界最大连片茶园”。现在，贯穿于万亩茶园
中的72公里跑道、自行车赛道和观光旅游
道路建设已全部完成。在这里，不仅可以
体验独具特色的茶农生活、茶主题餐饮、房
车露营等活动，还可以在“彩虹”步道上拍
照打卡，或者购买地道的农家特产。

游客玉女士说：“我们从景洪来到大渡
岗的网红路，风景很好，菜新鲜的也多，都
挺好的。”

贵州
在普安县高潮村罗家地组的一片黄金

叶茶地旁，有一片桃园。桃园之下，苏腾星
戴着翘边的牛仔帽，在他的乌牛早茶园里
采摘茶青。

太阳炙热，他随身的布袋子里装着用
于解渴的柑橘。

“这几天芽不多，但是价格好。一百
五一斤呢！能整一点是一点，再过几天大
量出芽，不请人根本采不及。”苏腾星走南
闯北多年，遇见陌生人毫不怯场。他的 30
多亩茶山，种了 6 个品种的茶，目前约有
一半投产。每年 12 月，他就从务工地返
家采摘早茶，春茶采摘结束后，茶园交给
老人打理，他又出去季节性务工，两头不
误挣钱。

罗家地组是典型的茶产业村寨，家家
种茶，出门皆是茶山。像苏腾星这样的茶
农比比皆是。放眼望去，四周茶园里采茶
的人影星星点点，采茶声窸窸窣窣。

乌牛早，本是由浙江温州引种而来的
品种，到了普安，出芽却比全国其他地方早
约20天。全国最早的新茶因此自普安出，
也算奇观之一了。

从浙江丽水松阳专程到普安收茶的刘
国兴正在院子里洗衣服，他带来的两位制
茶师傅悠闲地晒太阳。这户陈姓农家原用
于种植食用菌的大棚里，已“入住”他长途
运输而来的 40多台设备，再过一周，这些
设备将全面开工，与当地各家企业、合作社
一起“抢”制新茶。

普安茶因为早，每年春节前就有全国
各地的茶商前来抢新茶。“内蒙古、山东、浙
江、广西……我去一一打听，街道宾馆、民
宿里都住满了人。”刘国兴说，他与那些老
茶商不同，他去年才第一次到普安，第一次
了解普安的早茶，今年开始在普安投资建
设加工厂，并已做好准备在当地过春节。

这几天，已有不少茶商上山寻茶、收
茶，刘国兴暂时还没有出手。他说：“这几
天的茶味道清淡，茶香不浓。另外，茶青价
格小贵小贵的，也不太敢出手。”

“既然味道清淡，茶香不浓，您还来抢
它干什么呢！”。

“那没有办法啊！只有这里有这么早
的茶，全国人民春节期间要喝新茶，只能从
这里出去嘛！”

刘国兴抱着双臂。嘴里说着嫌弃，心
里早打着主意。他远在松阳的茶业公司早
已接到几十个订单，就等着他的新茶从普
安运过去交货呢！

细寨村与晴隆县新庄村的交界处，有
一座小型茶产业园，8家加工厂，9个厂房，

“贵州省登攀茶业有限公司”坐落于此。作
为产业带头人、种茶大户，村民陈顺江在政
府支持下联合 7户产业大户入驻园区，开
启从“小、散、弱”走向“大、联、强”的产业发
展之路。

“我们这几天都在抢收早茶，量还不
多，但价格还可以。我的干茶七八百元一
斤，到处都在打电话找我要茶呢！”陈顺江
一边扫着茶机，一边非常开心地介绍。

30 年前，陈顺江还是刚成家的小伙。
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他咬着牙借了
1000 元钱，买了两口炒茶锅，也想学外地
茶商好好赚一笔。结果因为经验不足，忙
了一年一分钱也没赚到，就剩下两口锅。

“现在好了，政府大力支持我们，厂房就象
征性地收取几百元租金，有什么困难只要
电话里面说一声，领导们凌晨两三点都会
赶过来帮助解决。”他擦了擦额头的汗，顿
了顿说，“都这样干，就不怕这个产业做不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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