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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6日，2021第四届“行走中国·海外华文
媒体漳州行”参访团走进华安，在官畲村领略古村落之美，
在大地土楼群一览世遗之绝，在哈龙峰生态有机茶观园品
味高山茶之静，并与当地村民、茶农、企业家、创业者等进行
零距离交流，深入感受华安的独特魅力。

访畲 他们淳朴又聪明

在官畲村中央广场的百年古树旁，海外媒体人纷纷将
写满祝福的红丝带系在树上，日本《乐乐中国电视台》总编
辑 欧阳乐耕却将它当做围巾，与畲族村民赠送的“山哈达”
一起系在了脖子上:“非常漂亮，我希望能把它们带回家，让
亲人朋友能跟我一起分享这里的美好。”

村美、景美、人更美，是欧阳乐耕对这个福建省唯一以
“畲”字命名的畲族村落所留下的最初印象。以七彩图画装
扮而成整个村落，整洁而明媚。对畲歌、观畲舞、摹图腾、品
畲茶，原汁原味的畲族文化让欧阳乐耕愈发喜爱上这个古
村落。

“他们淳朴而真诚，同时也非常聪明，懂得以最优良的
生态资源和文化底蕴塑造出全域旅游最靓丽的底色，像是
错落在樱花园中的七星瓢虫屋、能远眺鲤鱼滩和九龙江的
凤临台等‘网红打卡圣地’，都吸引着我们不断按下快门。”
在欧阳乐耕看来，如果官畲村能够按照产业相关、错位发
展、辐射带动的推进思路，进一步整合聚集区域内的土地、

资金、人才等资源，实现产业联培联育、提质增效，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那么“生态+文化”的旅游发展模式将会取
得更多亮眼成效。

观楼 它们古老又现代

“我曾到访过很多土楼，但是像二宜楼这样壮观的土楼
群是第一次见到，非常震撼。”来自埃及的《中国周报》副社
长朱新娥由衷感叹。

作为福建土楼申遗的优秀代表作，二宜楼将土楼在建
筑、风水、取材、功能等方面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特别是楼
内有壁画、彩绘、木雕、楹联等近千件，不仅在福建土楼属独
有，在中国民居中亦属罕见。”在朱新娥看来，包括二宜楼在

内的华安大地土楼群不仅体现出了古人的聪明智慧，更展
现出当地政府对世遗文化的有力保护，才能让这些艺术瑰
宝屹立两百余年，成为目前保存最为完好、历史价值最完整
的土楼群落。

在强化土楼本体保护、向四方来客展现土楼深厚文化
底蕴的同时，华安大地土楼群景区还进行了观景台、艺术稻
田、机耕路等配套项目建设，并设置了一系列安全防范和保
护设备。“保护与开发，保护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华安的土
楼里，我们看到了它们古老厚重的一面，又看到了现代先进
的部分，但是这份用现代科技手段创造出的‘新’却是为保
护世界遗产这份‘旧’而存在的，这份用心让人感动，也值得
更多地方借鉴。”朱新娥说。

品茗 他们和它们完美相遇

在华安县仙都镇海拔800多米的大尖山顶上，青山环抱
着翠绿茶园。不远处厂房里飘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茶香。

“我们的茶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茶枞生长从治虫除草
到控温管理，都严格按照有机标准执行,从源头上保护茶青
品质。就像大家眼前的这笼屉茶，每一瓣的形、香、色、味、
韵，都是我们的终极追求。”茶厂负责人刘火城用手碾了一
片茶叶向众媒体人详细讲解，一旁的茶厂师傅示范着人工
炒茶的动作和流程，《北美新侨网》社长张必和把镜头对准
了他们，按下快门。

“这里有着非常优越的生态环境，为有机茶的诞生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还有一群极具工匠精神的制茶人，
他们让这些优质茶以好喝又好看的形式出现在咱们消费者
面前，可以说这是一场茶和人的‘完美相遇’。”张必和告诉
记者，当他得知茶园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文创”的形式
带动周边农户学习新技术、共同发家致富时，深受触动。“一
叶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初心、匠心，还有难能可贵的善意
和同富之心。我想，这些美好存在会成为推进乡村振兴之
路上最重要的助力。我也非常愿意通过笔墨和光影记录，
把这里的茶人茶事传播到海外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
能感受到中国茶文化背后的独特力量。”张必和说。

（蔡柳楠）

走 进 华 安
——“海外华文媒体漳州行”第二站

本报讯 初冬时节，沿着蜿蜒山路盘
旋，来到华安县湖林乡前坑村黄辉煌家，
正好遇见他和大舅子林沈阳正在制茶，

“切磋茶艺”。
前段时间，乡里举办秋季茶王赛，两

人分别夺得清香型的金牡丹和铁观音茶
王桂冠。

1985年出生的黄辉煌，16岁初中毕
业就去学电工，一次意外手受了伤，只好
回家休养。彼时华安正盛行制售铁观音
茶，黄辉煌便前往隔壁镇仙都学制茶，去
安溪县学摇青，开启了自己的“漫漫茶
路”。

“做得一泡好茶，讲究‘天时地得人
和’，从采茶到制茶，每一个环节都很重
要。”无论是茶园管理还是制茶手艺，黄
辉煌都用心经营、认真对待。几年下来
自己研究摸索出了一套“闻香观色把火
候”的秘籍。

“像采茶青，不同季节要用不同的采
摘法。春茶按层次分三次采，秋茶就要
分四次采了。再比如制茶，春茶茶青水
份饱满，我更多地做成浓香型，秋茶茶青
香味足，我就直接制成清香型的。”黄辉
煌能根据季节、气候、鲜叶等不同情况，灵活掌握“看青做青”和“看天做
青”。

“想要做出好茶，首先得有好原料。”黄辉煌种植有铁观音30亩、金
观音5亩，今年又新种金牡丹10亩。还整了个“阳贞家庭农场”，那里植
被茂密、云雾缭绕、甘泉潺流，本就是生产生态茶的绝好环境。黄辉煌
在茶园里套种茂谷柑、柠檬等各种果树，施用羊粪，采用人工除草……

“这泡茶送去参评时，我就知道能获奖。”黄辉煌对自己的茶够熟悉
也很有信心。“采茶时请了9个茶工，就采100来斤。12点过后才去采，
要求她们严格按照‘一芯三叶’采。”

正是在黄辉煌的鼓励下，大舅子林沈阳也开始经常参与各种茶王
赛。两人也经常一起切磋交流，取长补短，促进工艺创新，还一同带着
茶到安溪参与各种比赛。“重在参与嘛，关键是找机会多向别人学习，从
中知道自己改进的方向。”

林沈阳家在大坪村，袓辈林启张就是乾隆年间著名的制茶师、茶

商，开辟的茶烘品牌“珍山乌龙茶”曾名燥一时。“小时候我就帮外公采
茶了，外公当时是一名小学教师，平常时会手工制作些茶叶供学校用。”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林沈阳刚开始是跟着妹夫黄辉煌当学
徒、做帮工，第二年便也自己开工做茶了。他认为，制茶工艺的步骤和
流程大体得学，但“察言观色、把握火候”等，关键还是得靠自己摸索。

“铁观音茶水好喝，金观音是香气更足，金牡丹则居中。”林沈阳之
前大部分种植铁观音，近几年不断去福安引进金观音、金牡丹等新品
种。他认为应该让茶叶品种多样化，以适应市场需求和不同消费群体
的喜好。

同样的茶青，不同人做出不同的茶。同为“茶王”的黄辉煌和林沈
阳，经常故意用同样的茶青去制作不同样的茶，又把同一泡茶又通过模
具筛分成不同等次……就这样，切磋着，交流着，共同进步着。

（唐小玲）

“茶王”切磋：不问胜负 同臻进步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高车乡茶叶优良品质，提高茶叶知名度和社
会影响力，助推高车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高车乡开展2021年秋季
斗茶赛。

此次大赛共收到茶样共36份，其中金观音22份，金牡丹14份。评
审现场采用全程加密评审的方式进行，评审专家参照国家、省、市等茶

叶技术标准要求，从茶叶外形、汤色、香气、滋味等方面进行评分，层层
筛选、优中选优。比赛共决出茶王1名，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
优质奖5名。

此次斗茶赛事为更多茶农、茶商搭建了交流平台，同时促进了高车
乡茶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林克荔）

高车乡：搭建斗茶平台 促进产业发展

本报讯 日前，经各地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
我县高安镇坪水村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021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高安镇坪水村是我县两个畲族村之一，居于美丽
的鹰仔尖山麓之中，海拔约700米。群山环抱，森林茂
密，山清水秀，云雾环绕，能观日出日落，能赏诗情画
意，可谓奇如人间仙境，美似世外桃源。坪水村至今保
留着比较突出的民俗风情，畲族没有民族文字，历代传
有“山哈”口语，畲民善于对山歌，有源流歌、族规歌、耕

种歌和娱乐歌，寓其民族教育与其中，较好保留其民族
传承，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源泉。同时，坪水村也是革
命老区村，福建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
试点单位，拥有国家森林乡村、福建首批避暑清凉福
地、福建省森林村庄、福建省三星乡村旅游村等荣誉。

此次能够入选“2021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对我
县进一步打响旅游品牌，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产业融合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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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初冬时节，温度初降。在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高
安镇坪水村，宁静的畲寨沐浴在冬日的阳光
下，暖意十足。

趁着阳光晴好，钟明土在自家庭院前忙碌
着铺晒地瓜干。身后是他经营的“山哈坪水土
特产店”，货架上陈列着苦茶、萝卜干、笋干、冬
蜜、山茶油等当地土特产，还有颇具特色的旅
游纪念品、畲族民族服饰。

钟明土四十出头，年轻时，他离开家乡，去
外地打工，当过木匠，揉过面团，在面厂、饼干
厂、雨伞厂都干过。“以前的坪水村可以说是华
安县最穷的一个村，村里很多像我一样出门在
外的年轻人，逢年过节甚至不愿回来，也不敢
邀请朋友来做客，生怕吓到人家。”提起旧时的
家乡，钟明土无奈地摇了摇头。

彼时，从坪水村通往镇上只有一条小小的
土路，弯弯绕绕，一旦遇到雨天可愁坏了村民，
总是干净衣裳去，满身泥泞回。此外，因为习
惯人畜混居，村里的人居环境更是脏、乱、差。

2003 年，组建了家庭的钟明土和妻子回
到坪水村，务农的同时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
卖些简单的日常用品。

2016年，坪水村迎来大变样。当年，华安
县启动实施“桃源秘境，畲乡坪水”乡村旅游示
范村建设，新修的水泥路打通了坪水村和外面
的联系，乡村旅游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拆
除了猪圈、旱厕，实施“门前三包”。

听说村里要统一进行房屋立面装修，还要
在墙体喷绘 3D 立体彩绘，钟明土赶紧报名。
表现畲族人家婚恋习俗的立体彩绘上墙了，栩
栩如生的图案和明艳动人的色彩完美地呈现

了畲家人的浪漫情怀，也让钟明土的房屋成了
游客喜爱的打卡点。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坪水村，钟明土
的小杂货店扩大为两间店面的土特产店，他还
把自家空余的房间改造成民宿。“每年春节期
间村里会举办火把节，很多城里游客过来参
加，店里生意可好了，一天营业额就能达到一
两万，我也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钟明土脸带
笑意地说道。

坪水村蜕变后的颜值惊艳了游客，也让更
多像钟明土一样曾外出打工的中青年愿意留
下来。村里的年轻人们自发组建了舞蹈队，每
当周末、节假日游客多的时候，他们便穿上民
族服饰登台表演。

坪水村位于山麓，海拔近 700米，昔日可
谓“藏于深山无人识”，而居住在此的畲族人家
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如今，在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全
国休闲乡村、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等称号的加持
下，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 30万的坪水村成为
独具畲族特色的生态旅游名村，也让生活在大
山里的“山哈”有了“主人”的感觉。

走进坪水村，只见畲族特色“双凤朝阳”的
牌坊屹立村口，古色古香的山门上挂满大红灯
笼，村内随处可见畲族风情或农耕文化的趣味
墙绘。置身高处，放眼望去，一栋栋黄墙灰瓦、
装修考究的楼房错落有致，镶嵌于青山绿水
间，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展现在眼前。

“再也不想藏着掖着了，畲寨的美应该让
更多人看到。”说话间，钟明土憨厚的脸上满是
对美好未来的希翼。

（苏海森 李小星 黄建和 林梦冰）

“山哈”日子的甜蜜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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