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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如织。正在这

里火热举行的春节

特 别 活 动—— 明 代

葫芦窑复烧点火活

动 ，给 游 客 和 市 民

带 来 了 别样的新春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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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

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建设名单，

我省“1 链 3 县”上榜。其中，婺源县茶叶

全产业链典型县入选全国农业全产业链

典型县建设名单。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是

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对接科工贸、拓

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将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绿丛遍山野、户户飘茶香”，茶产业

是婺源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婺源依

托茶叶资源优势，加快构建茶产业、茶经

济、茶生态、茶旅游和茶文化全产业链发

展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以茶助脱贫、以

茶促振兴、以茶保生态，高质量助推乡村

振兴的新路径。其中，“婺源问茶”乡村茶

旅游路线获评“中国十大金牌茶旅游路

线”，“千年茶乡婺源问茶寻春之旅”路线

入选“全国 20条茶乡旅游精品路线”等，茶

旅融合发展欣欣向荣。

采访中记者获悉，为延伸茶叶产业链

助力乡村振兴，婺源依托全域旅游优势，

将茶产业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深度融

合，让茶区变景区、茶叶生产线变参观路

线、茶叶产品变旅游商品。“我们推动茶

业与研学游、工业旅游相结合，促进全域

旅游迈上新台阶，鼓足乡村振兴后劲。”

据婺源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婺源挖掘陆羽遗迹、方婆遗风、公议茶规

等茶叶典故，将之融入乡村茶文化旅游

路线，把乡村美景与茶文化有机结合，打

造集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的茶

业旅游景点，涌现了林生茶庄、大鄣山茶

业等户外茶旅研学点，形成了聚芳永、正

稀茗茶、林生茶等制茶工业旅游点。同

时，建设制茶技艺非遗展示馆、茶博府等

茶文化博物馆，以文兴茶。结合新兴发

展的乡村民宿产业，打造了将军府、明训

堂、厚塘庄园等一批茶文化主题民宿，茶

道、茶礼、茶俗蔚然成风，看茶道表演、品

香茗聊天、悟茶趣人生成了许多市民和

游客的“必修课”。

“我很喜欢喝茶，一直想体验一下茶

叶从种植到成品的全过程，今天，我就‘沉

浸式’体验了一把如何制茶。”来自浙江的

游客汪先生高兴地说。为进一步补齐淡

季旅游短板，婺源还以茶园采制体验、山

野游览健身、登山观光眺望为主题，规划

建设生态茶园观光休闲旅游区，开发集采

茶、制茶、品茶、购茶、斗茶及观茶艺、学茶

艺、看表演于一体的生态休闲游、风情体

验 游 、茶 园 农 家 乐 等 ，丰 富 现 代 农 业 内

涵。同时，在有机茶园的制茶参观区建设

精致茶庄和餐馆酒店，满足游客休闲购

茶、观赏茶道的需求，形成了“观、采、炒、

品、购”等茶业研学游新局面，每年吸引

“茶客”数百万人次。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茶业经济效益，

婺源主动对接中国茶叶科学研究所、江西

农业大学、婺源茶业职业学院等茶叶科研

单位，示范推广有机茶生产新技术、新成

果、新模式，建立健全有机茶园绿色防控

体系，涌现了一批“一亩园一万元”的有机

示范茶园，让茶山变金山。深挖茶业潜

力，开发婺源花茶、婺源茶酒等系列茶旅

文创商品，走出了一条“文旅搭台、茶业唱

戏”的融合发展之路，先后荣获全国重点

产茶县、中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中国茶业

十大转型升级示范县、中国有机产品（茶

叶）认证示范县、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

（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婺源绿茶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等殊荣。

截至目前，全县发展茶园面积 20.1 万

亩，年采制茶叶 1.89 万吨，茶产业实现年

综合产值 41.95 亿元，年出口创汇 6700 万

美元，全县茶农人均年收入 3850 元。同

时，全县发展茶叶初制加工厂 530家、精制

加工厂 26 家；发展规模以上茶叶企业 25
家，拥有省级龙头企业 6家、市级龙头企业

12 家和年产值过亿元企业 2 家，拥有自营

出口权茶叶企业 24家。

“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

谷下赣州。”宁都是全省粮食主

产县之一，自古就有“赣南粮仓”

之美誉。2021 年，宁都水稻种植

面积 89.26 万亩，年产粮食 8 亿斤

以上。

立春过后，走进宁都乡村采

访，一排排蓝色大棚整齐排列，

一片片绿色蔬菜青翠欲滴，折射

出当地蔬菜产业朝气蓬勃的发

展势头。

粮食要生产，产业要发展。

如何解决发展产业和粮食用地

矛盾？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保

障粮食生产安全要求，全力推进

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

基础上，宁都创新妙招：把蔬菜

大棚建在了荒山坡上。“大棚上

山 ”不 仅 提 高 了 低 效 山 坡 利 用

率，解决了蔬菜产业发展与“种

粮争地”问题，也为村民带来稳

定收入，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镜头一：突破产业
与粮食用地瓶颈

长胜镇法沙村长龙高标准

大棚蔬菜基地距离昌厦公路 1 公

里。从公路上下来，车子沿着小

山坡向前开，几分钟就到了蔬菜

基地。

蔬 菜 大 棚 里 ，辣 椒 挂 满 枝

头，芹菜散发特有香味……“这

里 原 来 是 荒 山 野 岭 ，到 处 光 秃

秃。哪里会想到，如今荒山变菜

地，收成还出奇地好。”法沙村村

民林贤荣今年 70 岁，在基地负责

浇 水 、通 风 等 工 作 ，一 个 月 有

3300元收入。

近年来，宁都将设施蔬菜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助力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来抓，设施蔬菜“遍地开花”，成为当地群众

的“致富菜”。仅三年时间，全县建成设施蔬菜基地 191 个，

覆盖全县 24 个乡镇、遍布 100 多个村，面积达 5 万亩，蔬菜

年总产量超25万吨，总产值达15亿元。

作为该县蔬菜基地主战场之一，长胜镇已发展大棚

2600 余亩，群众种植大棚蔬菜热情高涨。随着设施蔬菜产

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产业发展与粮争地的矛盾日益凸显。

为破解难题，2021 年 3 月，宁都创新思路开发低丘缓坡

发展设施蔬菜产业，把大棚“搬”上山。宁都县蔬菜办副主

任邓锋介绍说：“宁都荒坡地多为紫色页岩山地，不适宜水

稻耕作，利用率低。但经过检测证明，土壤富含磷、钾、硒等

微量元素，且土质疏松透气，适合蔬菜种植。”

“这是去年 9 月 12 日种下去的，当年 11 月 4 日第一次采

摘，已采摘辣椒 13 批。目前，每亩产量达 750 公斤，产值超

万元。”长胜镇党委书记宋雪明领着记者走进螺丝椒大棚，

激动地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镜头二：推动项目“爬”上山坡

思路打开出路，出路靠行动。

为确保更好地利用低丘缓坡地发展蔬菜产业，县蔬菜

办及县城投公司联合长胜镇党委立即着手土地流转、平整

土地、施工建设。在镇村干部的召集下，法沙村党员、小组

长、群众代表齐参与启动工作会议，老党员带头谈发展、讲

前景，仅用三个星期就完成了土地流转。

荒山建大棚，党员参与抢进度。长胜镇宣传委员王琴

介绍说，坡地作业施工时，土地平整、材料运输难度较大，党

员干部带头，一天两三次地往基地跑，现场解决问题、指导

施工。

蔬菜种植，水源很关键。基地背靠梅江河，长胜镇采取

“提灌”方法，将水引入大棚。同时，基地建设了蓄水井，以

备收集雨水等。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帮助下，

基地拥有定点扶贫饮水示范井 3 个，产业发展的水源有了

充足保障。

据悉，长龙高标准大棚蔬菜基地于 2021 年 9 月建成投

产，总投资 4360万元，基地面积 1385亩，建设大棚 121个，大

棚面积 850 亩，有种植户 36 户，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 200 余

人，人均年收入 2 万元左右，为法沙村集体经济带来 68 万元

大棚租金收益。

镜头三：避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利用低丘缓坡地发展蔬菜产业有利于保护耕地资源，

但如何避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记者带着疑问，仔细观察

长龙高标准大棚蔬菜基地四周环境。

大棚根据地形而建，宜高则高、宜低则低。基地采取打

深桩、拉丝等办法，确保蔬菜大棚安全。

宋雪明指着大棚外种植的香椿告诉记者：“香椿是园林

绿化的优选树种，既有水保作用，又有经济价值。为防止人

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我们明确了工程治理、配套设施及植

被复绿，做到开发建设和植被恢复同步进行。”

大棚“爬”上山，荒坡变菜地。如今，宁都已发展山坡地

设施蔬菜基地 5000 多亩，探索出了蔬菜产业发展新路径，

为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新渠道。

茶 区 变 景 区
——婺源延伸茶叶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邹晓华

随着冬奥会热度越来越高，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指定官方礼物“文君瓶”也

越来越受到关注，其温润如玉又简约大气

的艺术表现力让人过目不忘。它们的作

者是著名陶瓷艺术家白明，从上饶余干走

出去的正宗江西人。“我艺术创作中的美

好诉求都来源于与江西有关的记忆”，2月

8日，记者专访白明，听他讲述如何用江西

元素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文君瓶”体现中国文化的
含蓄之美

“文君瓶”包含“冬奥·文君瓶”“冬残

奥·文君瓶”，高各为 56 厘米和 24 厘米，限

量为 5000 尊和 1 万尊。两尊作品以白瓷

为载体，把中国瓷文化精髓和现代奥林匹

克精神融为一体，在晶莹剔透的瓷身上展

现奥运元素，承载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人文

情怀，也展现中国虚怀若谷、沉稳低调的

君子之风。

瓷与冬奥盛会拥抱，会生长出什么样

的艺术之花？白明介绍，作品修长的瓶

身、流动的线条与冰雪运动优雅、灵巧、充

满律动的造型相互呼应，宛如一场优美的

生命舞蹈。其中，“冬奥·文君瓶”瓶身浮

雕冬奥会会徽，暗刻 24 条竖纹，指代第 24
届冬奥会；“冬残奥·文君瓶”瓶身浮雕冬

残奥会徽，雕刻 13 条竖纹，指代第 13 届冬

残奥会，13 条线条为阳雕设计，两件作品

相辅相成，既风格一致又有形态上的变

化。刻线与阳雕的线条在底部形成似莲

花瓣形，寓意和谐吉祥。冬奥会与冬残奥

会的会徽与瓶身和谐相处，体现中国文化

的包容与含蓄之美。

瓷器是不需要用语言解释
的中国形象

为什么选择瓷来表达？“该呈现一件

什么样的作品给世界看，我觉得在文化的

善意传递表达上面，瓷对国家形象和世界

交流中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体现更能回到

优秀传统的深处。”白明介绍，瓷从东汉开

始传播到世界各地，西方创造出同样品质

的瓷器用了 1700 年，瓷作为中国身份的

形象是不需要用语言去解释的。

“中国的瓷器向世界贡献了了不起的

技术、工艺、材质，我认为更了不起的是贡

献了中国最了不起的造器美学。”白明是

陶瓷艺术家，更明白中国人对瓷器的理解

有天然性。在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家庭不

摆几件与瓷器有关的器物。“我的设计思

路就是把中国的审美渊源、世界体育盛会

和北京作为举办夏奥和冬奥‘双奥城市’

的唯一性这些元素表达分解成几个需在

作品里面去传递的词语。”

冬奥会传递着“融合”“纯粹”“速度”

“友好”，“速度”靠线条的流畅性，“纯粹”

靠如玉的白瓷质地，“美好”是文人君子

般包含了整个陶瓷史上的经典造型语言

的融合和现代性的诉求。在这样理念下

进行设计和创造的“文君瓶”恰如其分地

表达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结合下的历史、

情 感 、礼 仪 、记 忆 、美 好 、优 雅 、传 奇 与

故事。

用好江西元素讲好中国故事

白明的家乡余干县，与瓷都景德镇相

邻最近的地方仅 80 公里。作为从江西走

出去的艺术家，白明擅长用瓷说话，在国

内外传递江西声音。

早在 2015年申办冬奥会时，他受邀创

作赠送给国际奥委会的国礼“红韵——环

绕飞扬”大盘，工艺上用的是景德镇传统釉

里红烧制法，由于釉里红釉料在5摄氏度左

右区间就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极难掌控和

烧成，但它的颜色又是无比鲜活和多变，每

件作品因此独一无二。“不同的红就是不同

的生命与个体，2015年创作的时候我们在

釉里红大盘上添加了申奥标志，就是希望北

京申办冬奥成功，所以我把纹样设计成有飞

扬角度环绕的红色，取名为‘红韵——环绕

飞扬’，寓意‘鸿运’与万众心愿。”

“前面所说的创作理念和我的艺术观

有许多都与江西有关，也与景德镇有关，

更与我的家乡余干有关。只是这些有关

的元素都不是外在具体的，而是隐含于我

的内心与情感的深处。江西的人文、山

水、风光甚至美食成为了我之所以是我的

基础，我的艺术创作中的美好诉求也源于

与江西有关的记忆。”白明对记者娓娓道

来，文君瓶的造型就与景德镇历代的经典

造型有深刻的关联；“红韵——环绕飞扬”

大 盘 这 件 国 礼 作 品 也 是 在 景 德 镇 创 作

的。这些年，他经常回江西进行艺术创作

和艺术交流，把来自江西瓷器的形态之美

和伟大诗意向世界传递。

把江西瓷器形态之美器形态之美
和伟大诗和伟大诗意向世界传递意向世界传递

本报记者 钟秋兰

专访冬奥“文君瓶”作者白明

2 月 8 日，广昌县春风行动暨园区企业专场招聘会现

场，县工业园区 33 家企业提供用工岗位近 3000 个。图为农

民工正在观看和咨询企业用工岗位信息。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图片由白明提供)

冬奥·文君瓶

冬残奥·文君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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