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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鸟瞰武冈市邓家铺镇大田村茶山。 刘文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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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9日，杨野羚（右一）等人顶风冒雨将第一批
云南乔木茶树栽种到大田村茶山上。 刘文昶 摄

武冈市乡村振兴局的专家指导茶树扦插。 刘文昶 摄

茶厂工人正在制茶。 贺旭艳 摄

▲杨野羚给出现问题的茶树“把脉问诊”。 刘文昶 摄

云南乔木茶“迁居”邵阳记
——一群“宝古佬”敢想敢干敢闯的乡村振兴实践

贺旭艳

种植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以产业的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带动更多村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他
们多次探讨并已形成清晰思路，正在逐步推进。

首先是发展加工和销售。第一批种植的乔木茶，
他们进行了少量采摘和加工测试。“口感比云南当地
的乔木茶还要好，少了涩味，更加醇柔。”刘文昶喜滋
滋地介绍。这让他们更有底气去发展产业链。在村里，
他们开办茶厂，建设就业帮扶车间，培训村民上岗制
茶。在市区，他们开设集茶叶销售、存储和品茗休闲于
一体的茶馆。同时，开通电商渠道，开展线上宣传。

其次是扩大产业规模。发动村民参与产业发
展，才能让更多人受益。为此，曾健提出“打造可经
营性固定资产”的理念，采取村民认购茶树，公司
提供代管和加工、销售等服务的方式，让乔木茶成
为村民都能拥有的“摇钱树”。同时对外寻找合作
伙伴，让母本园的乔木茶在更多的地方繁衍。

再就是发展乡村旅游。“把外面的人流量带进
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发展、村民增收。”为提升
休闲旅游体验，他们在基地建起了凉亭、开辟了停
车场。坐在凉亭内，视野开阔、凉风习习，远处风景
尽收眼底，近处茶香沁人心脾。为了让花香入茶
香，他们在基地的道路边种上了桂花、栀子花，同
时也增添了景致。利用一片开阔的草地，他们计划
搭建“星空房”，打造可以赏星观月的露营基地。

基地的建成让村民尝到甜头。开山、挖塘、修
路、种树、锄草等，他们雇请村里劳动力，高峰时达
30多人。原本在外务工的姚华呈、姚华发姐妹，返
乡后进入茶厂工作，一个负责制茶，一个负责茶
艺。曾在深圳做过会计的姚华呈说：“这份工作我
们很喜欢，还能照顾老人孩子。每月3000元的收
入，比在外拿5000元的收入还要好。”

基地的发展也增强了村民共建美好未来的信
心。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国平以前在镇里教书。2008
年的一天，他站在当地的扶峰山上，看到远处一幢
幢高楼，而大田村黑压压的一片瓦房，决定返村带
动村民致富。从养猪、养虾到稻鱼种养，他一直没有
改变初心。目前，他正以合作社的形式带动村民种
田养鱼。乔木茶基地去年遭遇大旱时，他将自家3亩
多的鱼塘无偿提供给基地抽水。受基地发展思路的
启发，他流转了十多亩土地，已订购种苗发展罗汉
果种植。已有的稻鱼种养项目，除了继续主打生态
产品，他打算通过垂钓、抓鱼等项目吸引游客进村。
等更多的同频共振形成，他们计划打造的“纯净大
田”休闲文旅生态农业综合体也就不再遥远。

而“宝庆古茶”赋予乡村振兴的意义，显然不
止于助力大田村实现村美民富产业旺，还有它走
向更多地方、扎根更广土壤的发展空间。一切新
生，如春笋拔节，且行且期待。

善作善成，
开辟产业振兴新路径

杨野羚他们信心十足，再次
在云南订购了3000棵乔木茶，准
备在2022年春天种下。前一天从
地里挖出来，第二天就遇上疫情
封控，运不出来的树苗，只得寄
放在人家的温棚里，后来又不得
不重新栽回地里。

2022 年 7 月 3 日，这批树苗
终于到达邵阳。老天似乎又来考
验他们。在狂风暴雨中，他们和
当地十多个村民，花了两天时间
把树苗全部种下。

这场透雨之后，除了几场浮
土都打不湿的细雨，连续七个月
时间再也没有下过透雨。好在喷
淋系统提前安装到位，还在茶山
上开挖了一口蓄水池，水源一部
分是自来水，一部分来自山脚下
的一口大水塘。每天晚上10时，
曾洛银等到地热消退，准时浇灌。
为了保证茶树的安全，夜晚蓄水，
晾晒一天后，第二天晚上再浇灌。
如此往复，连续三个月不停一日。

8月，在当地山泉全部断流、

全国多地茶园茶树干死的旱灾
里，这批树苗仅损失了百余棵。
但接下来又是一场新的挑战。
2022 年的冬天，气温犹如“过山
车”，骤然升降。冷了，得给树苗
穿上“冬衣”；热了，又得及时脱

“衣”，以免捂坏。反复折腾几次，
连村民都笑话他们：种树像带崽
一样。即使如此精心，这个冬天
还是损失了20%的苗木。

2022年9月，他们着手预订
下一年的苗。那时，全国各地关注
到邵阳引种云南乔木茶的成功，
不少人带着资金前往云南抢购树
苗。预订好的1.5万株苗，被人高
价抢走了 5000 株，杨野羚不甘
心，又找到另一品种的5000株。

等待苗木回邵的日子里，云
南省正加大对古茶树的保护力
度。杨野羚果断决策、抢占先机，
利用自己的科研优势，分批订购

了10个品类共6万多株乔木古茶
树苗。等今年春天苗木全部种下，
他们后知后觉：竟然建成了中国
目前品类最全的乔木茶母本园。

这些苗木是云南古乔木茶
的后代，既然在邵阳本地生长，
便有了“宝庆古茶”的命名。为何
别的地方种不活，邵阳可以？杨
野羚的生态种植技术是关键所
在。从土地治理去污染、强肥力，
到使用中草药制剂给植株“强根
固本”、利用各种生物技术驱虫
除害，不仅增强了茶树的生命
力，而且真正做到了“无农残”。

曾健作为陪跑员，亲历了其
间的种种艰辛和乐趣。“荒山虽
然贫瘠，但是污染少，只要给它
增肥就好了。猪和鸡、鸭的粪不
行，因为大多喂饲料，而且有线
虫。整个邓家铺的牛、羊粪被我
们抢光了。还可以用茶枯，为此

在人家的榨油坊蹲守。”
茶树种下后，他们给每棵50

年树龄的茶树搭建“小别墅”，制
作“身份证”，配置湿度计，给其
他树苗搭建“小窝棚”，想方设法
让茶树夏能遮阳、冬能防冻。此
外，还尝试了用洋葱驱赶蚂蚱等

“生物战”，真的是煞费苦心、斗
智又斗力。

作为科研课题，他们尝试用
云南古乔木茶籽在邵阳培育了
一批苗木。茶籽到达时，已被虫
子吃了三分之一。“因为茶籽里
有虫卵，二者互为营养包，就看
谁先活。”杨野羚使用生物制剂，
帮助茶籽“跑”赢了虫卵，繁育了
1万多株树苗。未料春天抽新吐
绿的时候，被人施工时误铲了一
半，杨野羚伤心得直落泪。

虽然考验重重，但凭着一丝
不苟、攻坚克难、唯实惟先、实干巧
干的精神，他们打破了乔木茶不能
走出云南的“魔咒”，迎来了有望改
写茶业历史的“宝庆古茶”。

唯实惟先，打造生态“宝庆古茶”

2021年5月7日，邵阳广播电
视台乡村振兴工作队进驻武冈市
邓家铺镇大田村。该村有山地
2123 亩、水田 876 亩，全村人口
2865人，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务
工，常住人口约600人。如何帮助
村里发展产业，让村民们回归田
园、安居乐业，成了工作队队长曾
健考虑的重中之重。

为此，工作队召集村里能人
开了恳谈会。大家畅所欲言，提出
了种植水果、药材、油桐及养鱼、
养羊等各种方案，但都没有形成
统一意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冈茶
业兴旺，村村种茶树。大田村有百
余亩老茶山，因为退化弃养，有些
已被铲平，改种油桐。顺应当今茶
文化兴起和邵阳市重振茶产业的
潮流，大田村可不可以发展茶叶
种植加工呢？为做出科学决策，曾
健请来了专家朋友杨野羚。

杨野羚是邵阳籍国家高级制
茶师、高级评茶师，是“中华十佳
评茶师”之一，对茶叶种植、加工
和茶艺有着多年的研究。看到大
田村的老茶树在野生状态下“进
化”出大叶片形态，杨野羚惊讶之
余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何不直接
把云南的乔木茶树引进来？

邵阳的茶树为灌木茶，叶片
小、产量低，一般只适合加工为绿
茶和红茶。而大叶种乔木古茶树
是冰川时期遗存下来的珍贵树
种，为云南独有。因其树姿高大、
叶肥质厚，具有产量高、品质优且
能制作绿茶、红茶、普洱茶、白茶、
黑茶等多种产品的优势。

各地试图引种云南乔木茶的

人不在少数，但未有成功案例。
“敢不敢陪我玩一把？”杨野羚问
曾健。深知农村发展产业不易，曾
健说：“走常规路很容易出现同质
化竞争，创新才能突破。”

很快，一个敢想敢闯敢干的
团队组建成功，其中有杨野羚和
她的两个徒弟，还有村里的能人
曾洛银。他们拿曾洛银承包的荒
山做试验，一边着手从云南引进
乔木茶，一边进行土地治理，并注
册成立湖南泓杨茶业有限公司、
做出产业发展规划。

2021 年 10 月 19 日，来自云
南深山的50棵50年树龄的乔木
茶树作为首批科研品类，被栽种
到了大田村。

这批茶树是云南乔木古茶树
的后代。试验移栽时，请资深茶农
走了40多公里山路，从深山中扛
了出来。历经挖树、修剪、长途运
输，树根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而
且是在秋季移栽，专家都认定种不
活，但他们毫不动摇要努力一试。

杨野羚的徒弟刘文昶记得，
乔木茶到达那几天陡然降温，正
是阴雨天，他们十来人冒雨半天
全部栽种完成。那年冬天特别冷，
为了给茶树保暖，他们到处找没
有打过农药的稻草。到了次年 2
月，又逢一场数十年未见的大雪，
山上的雪没到了大腿根。虽然有
所损失，但三四月份的时候，大部
分茶树以一个个陆续吐露的新
芽，正式宣告了试种成功。

消息不胫而走，业界轰动。不
少人向杨野羚打听种植方法，还
有更多的人在观望和关注乔木茶
在邵阳的发展。

敢想敢为，引种云南乔木茶

最古老的云南古乔

木茶树龄长达 3200 年

以上，树高 10.6 米。拥

有一棵云南古乔木茶，

等于拥有一棵“摇钱

树”。很多地方尝试移栽

或引种云南乔木茶，但

都没能种活。

一群敢想敢干敢闯

的“宝古佬”，却在乡村

振兴实践中，让云南乔

木茶在武冈市邓家铺镇

大田村成功落户了。中

国茶叶界为之震惊，项

目的科研价值更加突

显，产业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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