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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的汉滨区晏坝镇中坝村，远
山覆雪，冷峻寂寥。 山脚下，茶园却似换了
天地，茶农们穿梭其间，茶花轻落篓中，忙
碌身影为冬天增添了独特生机。

走进茶园，茶花绽放，墨绿枝头缀满莹
白花朵，似繁星散落，层层叠叠，花香漫溢。
村民杨宁琴不禁感叹道：“这些茶花让我们
在农闲时也忙了起来。 ”

69 岁的杨宁琴，在茶园工作已经 9 年。
春至时，她穿梭于翠绿茶垄，采摘鲜叶。 可
一入冬，日子便闲了下来，忙碌劲儿也随着
气温下降而放缓了节奏。

如今大不一样，冬日再访，她身影依旧
活跃在茶园，不过这回，目光聚焦在满树茶
花上。 双手娴熟地穿梭花丛，轻采那一朵朵
茶花，曾经闲置的时光被填得满满当当，寒
季不再清冷， 靠着茶花采摘， 口袋添了收
益，生活也更有奔头。

“春天采茶，冬天采花，我们常年都有
活干，能挣到钱，我很高兴！ ”杨宁琴满意地
说道。

过去，这里的茶农只采摘茶叶，秋冬季
节的茶花就会自然凋谢， 变成了茶园里的
废弃之物。 这几年，当地企业山川秀美农业
有限公司以茶树良种培育和名优茶开发为
支撑，走科技兴茶之路，在新技术、新工艺
的作用下茶花变身“花茶”，为茶农们在农
闲时节找到更多增收门路。

“茶花是今天采、明天有，压茬开花。 花

期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相较于绿茶来说，
农民采摘茶花茶更容易，上手简单，所以产
量也比较高，工资也很高。 ”山川秀美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雷虹介绍。

茶园里采摘不停，厂房里生产不歇。 曾
经闲置的厂房，现在摆满制作花茶的设备，
挑选、晾晒、杀青、烘干有序进行，原本单一
春茶营收，变成四季都有进账。

“我们今年又引进了一条新的茶花生
产线，使加工能力和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
目前，我们年产茶花茶 3000 斤 ，年收益额
200 万元左右。 ”雷虹说，八斤鲜花才能做一
斤花茶，烘干、杀青都是技术难关，她们经
过 3 年的摸索，才完全掌握制作工艺。 今年
新生产的茶花茶品质达到最佳， 制作后的
茶花馥郁芬芳被牢牢锁住，汤色淡黄、口味
清甜，一经上市订单纷至沓来，一度成为行
业内的“热销单品”。

“去年我就喝他们店里的茶花茶，口感
特别清香，我听说她们今年又生产了，赶紧
到店里再买几盒。 ”市民陈秀莲对茶花茶的
喜爱溢于言表。

在山川秀美茶叶销售展厅， 人潮与茶
香交织，正是汉滨“陕茶一号”富硒茶产业
蝶变的生动缩影。 从单一春茶到 “四时有
茶”，茶产业链的延伸，敲开了四季增收的
大门，化作百姓口袋里实打实的富足，也书
写了乡村振兴的馥郁新篇。

红薯、玉米、芝麻等传统农作物在岚皋有
很长的种植历史， 勤劳的人们利用一双巧手
使得传统粮食不再局限于一日三餐， 他们把
这些平凡、 普通的食材变为独特的食品———
手工制糖。

每年霜降后， 就到了岚皋县民主镇田湾
村集中熬制苕糖的季节。 走进第三代非遗手
工制糖传承人罗华满的家中，香气扑鼻，工人
师傅们正忙碌着熬糖、切糖。 罗华满介绍，熬
好一锅手工苕糖， 通常需要 12 个小时左右，
而且熬制过程复杂。 从清洗红薯、捣碎蒸煮、
加入麦芽熬制、过滤复熬、成品切片，每一道
程序都考验着手艺人的水平。

民主镇田湾村的手工制糖， 一直是村里
的传统产业。然而多年来因产品种类稀少、农
户单打独斗、销售分散等原因，一直未能走向
更大的市场。

针对这一情况，县镇村齐发力。帮扶单位

县市场监管局加强商标注册跑办， 民主镇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资金投入， 田湾村党
支部成立专业合作社、 组建岚皋县民主镇手
工苕糖协会，16 户农户加入其中抱团发展，
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协会还为农户全程提供
制糖技术指导，以市场价格收购成品。

“我做糖十多年了，每年成品芝麻糖做出
来也就是一万多斤，一年大概收入就是 20 多
万元。 ”民主镇田湾村村民陈坦金说。 包括罗
华满在内， 全村的制糖农户不仅都掌握了熬
糖的“诀窍”，而且收益也比往年有了很大提
升。

2023 年该村统一了“无瑕河”手工制糖
品牌，今年品种也增加了黑白芝麻糖、板糖、
天星米糖、苞谷花糖等品种，同时在村口修建
了“非遗特产市集汇”展厅，作为职业经理人
收购、销售苕糖和展示“无瑕河”苕糖品牌的
定点场所。 全村苕糖作坊也统一定制了柴火

灶、沥糖兜、拌糖勺、切糖台等制糖设备和工
具，为制糖人员配备卫生服装、口罩等。

“凡能进入协会的手工糖都必须做到统
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销售。 在达到团体标
准后才能进行收购，进入‘无瑕河’牌的包装
袋再统一销售。”岚皋县民主镇手工苕糖协会
会长周学莲说。

据了解， 该村 50%的村民都成了手工制
糖产业的参与者，现在全村每年种植小麦、红
薯共 320 亩，除玉米外，所有原材料均已实现
自给自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今年民主镇‘无瑕河’手工制糖预计产
量能达到 20 万公斤、产值 800 余万元，带动
从事产业链的农户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下
一步就是要让苕糖协会越来越规范，把‘无瑕
河’品牌越做越强，让更多的农户参与抱团取
暖实现增收。 ”周学莲表示。

眼下， 正值冬季茶园管护的重要时段，
汉阴县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助
力茶园科学管护， 有效提高病虫害防治效
果，为来年春茶优质高产奠定基础。

装药、起飞、悬停、飞行喷洒……在平梁
镇西岭村的嘉木田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茶园里，满载纯生物制剂的无人机正在
茶园上空实施防虫作业。 在汉阴县俏妹子农
业综合服务队技术人员的操控下，无人机沿
着设定路线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地洒落
在茶树上， 很快就完成一亩茶园的喷洒作
业。

“我们西岭这边现有茶园 200 亩左右，以
前（防治）都是靠人工，因为是山地运输比较
困难，所以 3 个人 200 亩的话，大概要 15 天
才能打的完，如今通过无人机大概半天就能
把这 200 亩茶园打完了。 ”该公司负责人黄

艳说。
喷洒药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茶园虫害，

属于茶园冬季管护的一部分。 与传统的人工
作业相比，利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具
有速度快、效率高、喷洒均匀、雾化效果好、
受地面环境限制较小、 可规模化作业等特
点。

据汉阴县俏妹子农业综合服务队负责
人李肖介绍：“我们这款大疆 T60 的植保无
人机载药量有 50 公斤，利用无人机旋翼产
生的向下气流精准的控制药量和喷洒范
围 ，让药液充分雾化 ，喷洒均匀度高 ，让药
液附着在作物叶面的正反两面， 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农药的有效利用率， 与人工打
药防治进行比较，工作效率高出了 50 倍左
右。 ”

茶园冬季管护，不同于春茶采摘的繁忙

与急切， 茶农们会根据茶树的生长情况，适
时进行松土、除草、施肥等作业，确保每一株
茶树都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与良好的生长环
境。

近年来，汉阴县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
础，不断做优做强茶叶产业，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 在茶园冬管的关键时节，全
力做好茶园管护，提升茶叶品质，保证春茶
的发芽率，推动茶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
富的富民产业。

“今年是我们县首次利用植保无人机对
茶园进行冬季病虫害防治， 计划作业面积
5000 亩，从 11 月中旬开始进行防治，预计在
12 月底之前全面完成， 为明年富硒茶丰产、
高产、高质奠定基础。 ”汉阴县农业技术推广
站副站长惠晋说。

无人机高效“飞防”助力茶园冬季管护
通讯员 王建霞 刘东

传承手工制糖老技艺 抱团发展促增收
通讯员 赵坤 邵欢 胡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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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七里沟立交主线跨
安康大道钢箱梁启动施工， 计划 12
月底完成。 该节点钢箱梁工程是立
交主线关键工程， 将为主线贯通奠
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 七里沟立交是安康中
心城区第一座全互通苜蓿叶式市政
立交桥， 该立交位于西津汉江大桥
北头， 主线东起黄沟路， 西接长春
路，南连西津汉江大桥，北通安康大
道 ，路线总长 1200 米 ，设计标准路
幅宽度 40 米，双向六车道。 立交共
有 8 条匝道 ，包含桥梁 15 座 ，建设
内容包括桥梁、道路 、市政管网 、照
明、绿化景观、强弱电入地 、交通及
环卫工程等。 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桩
基 263 根 ，系梁承台 84 个 ，桥台承
台 13 座，墩柱 68 根，盖梁及台帽 40
个。 该项目建成，对解决高新、江北、
黄沟及江南等片区交通转换， 打通
长春路，填补城区路网空白，提升中
心城市形象有着重大意义。 截至 11
月 29 日发稿时已完成此次施工 93
榀（钢箱梁部件）其中的 36 榀架设。

记者 潘润生 通讯员 钱运立
摄影报道

主线跨安康大道钢箱梁启动施工七七里里沟沟立立交交

11 月 28 日，七里沟立交主线钢箱梁架设已覆盖安康大道西半幅。

11 月 26 日零点左右，七里沟立交主线钢箱梁第一榀架设。

11 月 25 日晚，工程人员检查桥梁部件。

11 月 25 日晚，工程人员正在作业。

11 月 23 日，摄影师记录施工场景。

11 月 23 日，工地中的测绘人员。

11 月 23 日，操作大型机械的工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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