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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挂枝头，村民忙采摘。这个夏天，
宁化县曹坊镇石牛村随处可见辣椒火红的
身影，厂房开足马力烘烤鲜椒，辣椒创意工
坊迎来一拨拨游客……

“正是这一枚枚小辣椒，为村里带来了
红火好日子。”石牛村村支书周联合说，今
年示范园种植翠椒一号、牛角椒等高优辣
椒品种 30 亩，预计总产值可达 20 余万元。
曹坊镇以石牛村为中心种植辣椒近 4000
亩，带动种植户 560 余户，预计年产干辣椒
650余吨，产值约 1600万元。

石牛村位于宁化县南端，是革命老区
基点村，种植辣椒已有 30余年历史。

近年来，石牛村立足辣椒原料产地，以
跨村联建为平台，依托“王中王”辣椒合作
社，推进“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不断扩大辣椒种植面积，延伸辣椒产业
链。当地生产的干辣椒远销武汉、成都、重
庆等地，还与湖北周黑鸭食品公司签订长
期合作协议。凭借“闽娇”牌辣椒产品，石牛
村 2018 年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还获评 2020 年度省级乡村振兴实绩突
出村。

“辣椒生长周期短，市场需求量大，短
期内就能看到收益。”“王中王”合作社经理
介绍，今年辣椒每亩产量 1386 公斤左右，
产值近 6000元。

石牛村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打造集产
品研发、生产、展销、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
辣椒酱观光工坊——福酱坊，辣椒产业实
现由“粗”转“精”。

辣 椒 产 业 初 具 规 模 ，成 了 石 牛 村 的
“ 致 富 密 码 ”。村 容 村 貌 焕 然 一 新 ，建 成
辣椒培育示范园、辣
椒记忆长廊，打造集
特色种植、采摘体验
于 一 体 的 农 业 观 赏
百 椒 园 …… 一 个 个
项 目 的 落 地 ，让 村
民 切 实 感 受 到 了 辣
椒 种 植 带 来 的 美 好
前景。

石牛村的
“致富密码”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黄尉峰 刘博文 文/图

“经过 7 道制作工序，茶汤呈菊黄色，花
香浓郁，入口甘甜，回甘明显。”日前，南平
市建阳区小湖镇大湖村的茶人黄清清向茶
友展示推介水仙茶，“我们家到我这已是第
四代茶人，将这片‘金叶子’传承好，是一份
责任。”

山环水绕、景色秀丽的大湖村，是中国
水仙茶的发源地。这里流传着“不老松”黄
仁盛开荒种茶、种树造林的故事。不老松下
春常在。如今，水仙茶已成为富民强村的绿
色产业，当地以大湖村农业合作社为试点，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促进茶
农致富、茶企增收。

“水仙祖庭历史悠久，创新发展势在必
行。我们以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
统筹发展为引领，整合福建省茶树优异种
质资源保护区、祝桃仙洞、老枞水仙母树基
地等三大资源，打造集中连片水仙茶生态
茶园，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湖村驻
村第一书记饶晓勇介绍。

目前，小湖镇水仙茶种植面积 1.1 万余
亩，茶叶年产量 500 多吨，产值达 1.3 亿元，
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茶、茗韵悠长”的美
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一片叶”越做越好，辐射带动当地特
色农副产品销售，促进村民增收。当地以水
仙茶为突破口，推动“小湖三宝”即小湖水
仙、祝中红糖和小湖杨梅产业链升级，并聚
焦竹荪、地瓜、甘蔗等农产品资源，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

眼下，小湖积极打造集茶产业发展、休
闲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乡村振兴新引擎，通
过 举 办 喊 山 祭 祀
节、编撰《水仙茶·
祖 庭》画 册 、拍 摄

《水仙祖庭》微电影
等形式，擦亮“水仙
祖 庭 ”品 牌 ，做 好
茶、农、旅融合发展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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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 扫码读图

“一片叶”
引发的效应
□本报记者 游庆辉 姚雨欣 通讯员 邱晴 吴大灼 文/图

④④在村议事亭，曹坊镇党员干
部与石牛村村民交流今年辣椒收
获情况。

③③福酱坊产品展示厅，员工向
游客推介辣椒酱系列产品。

石牛村辣椒种植基地。小辣椒成了富民产业，革命老区基点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

①辣椒迎来了丰收季，村民喜
上眉梢。

发 源 于 大
湖 村 的 水 仙 茶
成 为 小 湖 镇 农
民致富、集体增
收的绿色产业，
当 地 有 茶 企 及
各 类 茶 叶 合 作
社 40多家。

建阳区小湖镇大湖村依山傍水、气候宜人，是中国水仙茶的发源地。

②村民将刚采摘的辣椒倒入
机器中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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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④④

大湖村土地适宜种植地瓜，也衍生出地瓜粉、地
瓜粉丝、地瓜干等农副产品。这是村民在晒地瓜粉。

小湖镇借助水仙茶发源地的知名度，着手打造大湖村
老枞水仙母树基地、双狮历水仙茶庄园等茶文化研学路线。

去年引种的 300 多亩竹荪，成为村民
新的增收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