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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促发展

“乡村运营”焕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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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陵山腹地的湖北省恩施州，一

片绿叶正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茶，

这一方水土孕育的古老作物，如今已成

为恩施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作为中国重要的富硒茶产区，恩施州近

年来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为民营企

业提供政策、资金、项目等全方位支持，

推动茶产业从传统种植向现代化全产

业链转型。 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

润邦茶业以联农带农、技术创新、文化

赋能的实践，成为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

兴的典范。

联农共富

一片叶子鼓起“钱袋子”

近日， 在该州恩施市芭蕉侗族乡的

茶园里，茶农龙朝美正穿梭在翠绿的茶

垄间，手指翻飞间，嫩芽轻落竹篓。 这里

是恩施玉露的发源地， 全乡 11 万亩茶

园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万千茶农的致

富园。“每天采 3 斤鲜叶，按润邦的收购

价算，能有 200 多元收入。 ”龙朝美说。

在芭蕉产业园的鲜叶交易市场，润

邦茶业的收购摊位前人头攒动，黑板上

实时更新的价格成为茶农的“晴雨表”：

“龙井 43” 每斤 95 元，“浙农 117” 每斤

85 元，“中茶 108”每斤 90~95 元……“我

们实行保价收购， 特级原料年递增 5%

至 10%，让茶农吃下定心丸。 ”润邦茶业

董事长张文旗说。

作为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润邦茶业通过“企业 + 基地 + 农户”模

式，构建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公司

不仅以高于市场均价的保底价收购鲜

叶，更通过技术赋能提升茶农收益。 20

余位“土专家”常年驻守产茶乡镇，从茶

园管护到采摘标准， 手把手传授技术；

联合当地农业农村局、农广校开设制茶

培训班， 累计培养 500 余名“新农人”，

其中 50 余名技术骨干扎根企业， 形成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带动一户”的良

性循环。

每年春茶采摘季， 润邦茶业为周边

乡镇提供千余个临时岗位，采茶工月收

入超万元， 制茶车间工人月薪达 8000

元。 这份“家门口的饭碗”，让外出务工

的年轻人纷纷返乡。 数据显示，润邦茶

业带动恩施州 3 万余户茶农增收，户均

年增收超 2 万元。 2022 年，该企业荣获

湖北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杰出标兵称

号 ， 成 为 民 营 资 本 反 哺 乡 村 的 生

动 注 脚。

科技破局

老技艺“蒸”出新天地

走进润邦茶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

蒸汽杀青机、智能揉捻机组 、远红外提

香设备有序运转，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

脾的茶香。 这条国内首条恩施玉露连续

化、清洁化生产线 ，见证了传统技艺与

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

2005 年，润邦茶业落户芭蕉侗族乡

时，恩施玉露虽为唐代蒸青工艺“活化

石”，却因手工制作效率低、标准不统一

濒临失传。 企业成立之初，张文旗带领

团队遍访老茶人，复原古法技艺 ，同时

启动机械化攻关。 2006 年，首台恩施玉

露专用杀青机研制成功 ，实现“蒸汽杀

青”关键工序机械化，这款历史名茶在

消失 20 年后重返市场。 同年，润邦牵头

制定的《恩施玉露湖北省地方标准》颁

布实施，为产业规范化发展奠定基石。

技术创新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

更打开了产业增值空间。 企业开发出玉

露精酿啤酒 、冷之味冷泡茶、茶食品等

30 余种深加工产品，将茶叶综合利用率

提高至 95%。 2024 年，润邦茶业产值突

破 8000 万元，较 2018 年增长 160%。

文化出山

千年玉露香飘世界

在恩施玉露博物馆 ， 游客们仿佛

“穿越”回唐代，见证陆羽《茶经》中“施

州方茶”（施州即今恩施）的诞生；在茶

艺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

“掌火候、看茶形”的制茶绝活；而在电

商展台，印有土家织锦纹样的茶礼盒正

通过直播销往海外……这座由润邦茶业

打造的茶文化地标 ，开业仅一年，就已

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有力促进了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发展。

“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

化软实力的支撑。 ”张文旗说。 企业连续

多年以恩施玉露为主题举办推广活动，

将采茶、制茶、品茶与土家歌舞、长桌宴

等民俗结合； 联合高校开展茶文化研

学，出版《恩施玉露技艺传承图谱》；更

以“硒茶 +”思路拓展边界，推出茶旅融

合线路，带动周边民宿、餐饮持续增收。

文化出海也更加频繁。“我们要让

世界通过这片‘叶子’，读懂中国的生态

智慧。 ”张文旗说。为此，通过多方努力，

该企业生产的恩施玉露成为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绿茶类独家供应商，是外

交部湖北全球推介活动推荐品牌。 2014

年 11 月 11 日， 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政策添新

营商环境育“茶企森林”

润邦茶业的成长轨迹， 映射着恩施

州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恩施州设

立 2 亿元恩施硒茶产业发展基金， 统筹

财政资金，支持基地建设 、加工技改和

品牌营销 ；设立茶产业专项贷款 ，推行

“订单贷”“商标贷”，对出口企业给予贴

息补助。 同时建设硒茶产业园，提供标

准化厂房、检测中心等配套服务。

在近日举行的 2025 年恩施玉露茶

商大会暨蒸青茶传承保护工作会上，恩

施市还提出实施“产业升级、市场拓展、

质量提升、科技赋能”四大工程，成立由

市长任组长的茶产业工作专班，简化审

批流程，保障用地、用电、用工需求 ，为

产业发展营造最优环境。 好环境成就大

发展， 近 3 年， 恩施州新增茶企 100 余

家，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

盖地”的格局。

对于未来，张文旗信心满怀：“民营

企业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争取 5 年内产

值突破亿元，带动 10 万茶农共享发展红

利。 ” （李丽）

4 月 1 日，汉服

爱好者在贵州省贵

定县德新镇新铺村

黄 桃 种 植 基 地

游 玩。

近年来， 贵定

县大力发展油菜、

黄桃、 刺梨等特色

产业，形成“农业 +

旅游”发展模式，赏

花踏青成为“春日

经济”发展新动能，

带动乡村餐饮、民

宿、 交通等旅游产

业同步发展， 助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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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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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变“金叶” 茶香富万家

贵州贵定：“农业 + 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松桃

村晚激发乡村文化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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