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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走进龙溪镇， 当地人都会热情地为你

沏上一壶茶。他们说，这是当地深山野岭生
产的老鹰茶，有百多年树龄了。

10 月 17 日， 记者在铁厂老鹰茶专业

合作社封闭的车间里看到， 工人们正在忙
碌地对老鹰茶进行颗粒、 茶叶分类和理条
整形、分级包装，浓郁的茶叶香气弥漫整个
车间。

近年来， 龙溪镇立足原生态的自然资
源，在打造“龙溪百年古树茶”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当地的人文和生态优势， 延伸出了
百年红橘、宁河刺绣、龙溪苕麻糖等 18 种
生态产品，以一棵野生茶树，撬开了绿色经
济的大门。

即将消失的老鹰茶
老鹰茶树属于樟树科， 生长于海拔

2000 米左右的山谷杂木林中，一般只有像
老鹰那样的飞禽才能飞到上面。 由于树芽
具有清凉解毒的作用， 古时候人们将嫩芽
采摘后放在开水里捞起来，阴干后存放，有
客人来时当茶饮用，因此叫做老鹰茶。

龙溪镇双河、铁厂等村，拥有丰富的野
生老鹰茶资源，其中树龄超过 50 年的茶树
有 1000 多棵，树龄超过 100 年的有 18 棵，
最长的古茶树有 500 多年。每年双河、铁厂
及周边村民依托野生的老鹰茶树资源，采
摘、加工、销售老鹰茶叶鲜叶 10 万斤以上。

铁厂村村民袁昌发多年来一直加工制
作老鹰茶。 他告诉记者，以前，当地村民几
乎家家户户都会采摘嫩叶、手工制茶，每年

可增加一笔不菲的经济收入。
但是，由于村民们认知不足，简单粗犷

地加工，再加上品牌知名度不高，因此茶叶
售价并不高，一斤老鹰茶销售价格不到 20
元。 渐渐地，许多茶树无人看管，逐渐荒弃
……

“粗茶”的华丽转身
2021 年 8 月，龙溪镇党委书记陈恢毅

在村社开展调研时， 发现了龙溪老鹰古茶
树资源的珍贵性和稀缺性， 于是邀请县林
业局、 县农业农村委专家对老鹰茶树进行
树龄认定， 并对百年以上古茶树给予挂牌
保护。

同时， 龙溪镇铁厂村还成立了村集体
合作社， 对老鹰茶鲜叶进行统一采摘、收
购、加工和销售。龙溪镇政府还与重庆荣亘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 注册并全力打造
“龙溪 18·百年老树茶”品牌，逐步提升了
老鹰茶的品牌价值， 目前老鹰茶售价平均
可达 300 元一斤，年产值近 1000 万元。

喝老鹰茶能改善人体的造血功能和内
分泌功能， 同时对人体的脑神经和心脑血
管具有较好的保健作用。下一步，龙溪镇政
府还将携手相关部门和农业龙头企业，对
龙溪 18 老鹰茶进行整体的品牌运营和打
造，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提高有机产

品的附加值及经济效益， 同时将共同携手
护好古茶树，做强茶产业。

打造龙溪 18 生态产品
从曾经的粗茶， 摇身一变成为茶室里

的佳茗， 龙溪老鹰茶走出了一条放大生态
价值的路子。

龙溪镇党委政府为此看到了生态产品
的巨大潜力。

“除了老鹰茶，我们还有近 100 年种植
历史的龙溪红橘、非遗物质文化宁河刺绣、
百年传承的龙溪苕麻糖等 17 种生态产品
……”陈恢毅介绍。

近年来，该镇围绕生态资源科学布局，
提出打造发展“七色田园”的思路，即青色
精品李园、橙色精品柑园、白色精品茶园、
绿色精品菜园、红色精品橘园、褐色精品核
桃园、紫色精品花椒园等，同时打造了“相
思白茶”“龙溪红橘?百年贡橘”“宁河天赐”

“老鸦蜂糖李”等特色品牌，实现绿色生态
产业持续发展，推动产业“接二连三”。

陈恢毅称， 最终的目标， 就是以龙溪
18 种生态产品，实现“田园风光 + 休闲旅
游”“果蔬基地 + 采摘体验”“美丽乡村 +
中医养生”，推进文旅、农旅、商旅融合发
展，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一棵野茶树撬开“绿色门”

袁昌发查看老鹰茶树叶生长情况。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陈久
玲 实习生 周子杰） 金秋十月，
松果飘香。 近日， 走进红椿土家族
乡， 弯延盘旋的公路边飘着沁人心
脾的阵阵松香。院落里，勤劳的村民
正忙着将山上采摘的松果进行脱
粒、筛选、晾晒、打包，繁忙的景象和
村民们脸上的丰收喜悦笑容相映成
趣。

红椿乡幅员面积 110 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率近 80%，主要树种为
白皮松、海松、华山松、马尾松等松
科植物。华山松属松科类，生长在海
拔 1600—3000 米地带， 种子可食
用。红椿乡是华山松的最佳生长地，

每到松果采摘季节， 许多村民都会
采摘松果，增加收入。

“每年当地松子成熟时，我们当
地人都会上山去采摘松子， 对我们
当地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红椿乡偏岩村村民李袁军笑着说。

在收购点， 记者看到松果堆积
如山。据收购商介绍，从前年开始他
们就来到红椿收购松果，100 斤松
果能出 13 斤左右的松仁，主要销往
东北等地。

据了解， 红椿乡华山松总面积
约 4 万亩，今年能收松果 1000 吨左
右，为村民增收 300 余万元。

红椿土家族乡：小松果带来大“钱”景

松果收购与加工现场。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董存春
雷行星 实习记者 周子杰 文 / 图）

10 月 23 日， 记者在庙宇镇长梁村丁家塆
看到，三四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一块块金

黄的稻田中来回穿梭。一辆辆货车，满载着
稻谷奔驰在耕作道上， 呈现出一派繁忙的

秋收景象。
有“巫峡粮仓”之称的庙宇镇，近年来

充分利用高山盆地优势， 结合丘陵山区高
标准农田整治项目打造智慧农业，对长梁、
永安等连片农田， 开展建设数字化农田示
范园区， 按照农业生产智能化、 经营网络
化、管理数据化和服务在线化的要求，将园
区的所有生产、管理、服务等信息通过 5G
网络汇聚到一个大数据中心，统一管理、统
一服务； 构建农业园区一张地理信息 GIS
地图，一目了然地掌握园区农业发展现状，
最终实现园区数字化“四个一”：一图观“三
农”，一库汇所有，一网管全程，一人通全
岗，实现园区管理向数字化飞跃，从而为乡
村振兴插上了“数字翅膀”。

“今年我镇水稻种植面积 11000 亩，产
量 4800 吨，预计产值 3000 万元左右。 自 9
月中旬开始收割， 现已收割 9000 余亩，剩
余 2000 亩将在 10 月底全面完成收割。 得
益于今年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整治， 我镇
水稻机收面积达 8000 余亩，实现全镇水稻
机收率在 73%以上。”庙宇镇农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刘洪明介绍。

庙宇镇：1.1万亩水稻收割接近尾声

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10 月 18 日晚 10 点 20
分， 从深圳起飞的 OQ2368 次航班原本应该降落在巫
山机场，但因为巫山当时受降雨、大雾等天气影响，降落
气象条件不佳，于是在空管调度的安排下，航班转而降
落万州机场。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深圳至巫山的旅客登上了机
场免费提供的地面转运车辆， 顺利从万州出发前往巫
山，实现空地无缝衔接。 巫山机场海拔 1771 米，属高原
支线机场。 过去在遇到特殊天气时，由于没有与周边机
场形成联动，航班只能取消或备降重庆。

从今年 7 月起，万州机场、巫山机场启动一体化协
同运行。 航班可改飞万州机场，再通过公路交通无缝对
接。而购买了巫山机场航班的旅客，也可以到万州乘机。
这一举措，不仅让两家航空公司运行效率得到优化，更
为旅客出行带来了便捷。

巫山万州机场一体化协同运行
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文 / 图） 10 月 22 日，
记者在宁江渡公园看到，紫色的薰衣草、金黄色的雏菊、
碧绿清澈的长江水， 构成一幅清爽悦目的自然山水画，
不少市民正拍照打卡。时下，正值秋游度假好时节。宁江
渡公园成了市民感受秋日美丽风景的好去处。

“这里景色很美，空气也很好，在蜿蜒曲折的人行道
上漫步，欣赏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醉人美景，让人心旷
神怡，在这里可以抛开一切烦恼。 ”市民雷蕾说。

“我觉得这里山水交融，风景特别好，周末来这边可
以缓解一下学习压力。 ”六年级小学生向依依说。

2020 年 11 月，巫山启动“宁江渡”生态修复项目，
着力恢复原有山形山脉，修补山体创面，营造健康的三
峡森林植被体系，完善消落带生态治理。经过实施“宁江
渡”生态修复项目后，这里植被葱绿，宁静优美，四季花
香，可观两江四岸美景，更是赏夕阳和夜景的绝佳之地，
已成为市民和游客新的休闲打卡地。

同时，修复后的宁江渡以生态为本底，打造村口、乡
居、船渡、望江、读书、夜宿六幕场景，以此还原“宁江渡”
的原乡风光，营造原乡场景，重塑巫山八景之一的“宁河
晚渡”， 还原宁江渡的绿水青山画卷， 再现巫山大美风
景。

巫山宁江渡：秋游度假好去处

市民在宁江渡休闲。

本报讯 （记者 杨新宇） 10 月 21 日，记者走进
县城周边的锦宏山庄、鸿儒山庄，看到前来游玩的客人
或是坐在庭院里喝茶聊天，或是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与
周边的金秋美景相映成趣。 到了饭点，散养土鸡火锅、
腊猪蹄汤锅，加上老板自己种的绿色蔬菜，一桌经典的
农家菜肴香气扑鼻，让人食欲大增。

在鸿儒山庄，很多客人聚在一起，玩起了“老鹰捉小
鸡”的游戏，回味童年乐趣。 一旁，还有客人拿出音响设
备，为大家带来优美动听的大合唱。

“这两天天气凉快，也正是出来玩的时候，就在县城
周边休闲也蛮舒服。 ”前来游玩的曾先生说。

寒露过后，随着巫山红叶的渐次变红，周末到县城
周边农家乐聚会的人也越来越多。 农家乐老板介绍，最
近几周生意都很好，一到周末，中午和晚上都有 3 到 5
桌客人。

另据了解，周边游的火热，让农家乐在增加收入的
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农副产品销售和务工收入，推进
了巫山旅游整体结构的优化。

城区周边农家乐生意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