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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春晓的爬山岗石矿上建
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赛道，杨家
岭石矿原址上耸立着一所学校，
干岙茅洋山石矿正在兴建一座库
容600万方的水库……

近年来，宁波国土资源部门
大力推进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
理，逐步形成了自然山体环境修
复和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相结合的
废弃矿山环境治理模式。

“宁波模式”在去年召开的全
国地质环境管理工作座谈会上，得
到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的点
赞；前不久，省国土资源厅领导前
来考察后又在朋友圈发图推介。

我市的矿产资源禀赋一般，
建筑用石料矿山一直占主体地
位，全市最多时有 1000余家。目
前，我市共有采矿权 89宗，其中
经营性石料矿 45宗，工程性石料
矿34宗，矿泉水8宗，地热2宗。

如何将废弃矿山治理好并利
用起来？我市的原则是“宜耕则
耕、宜建则建、宜林则林、宜景
则景”。“我市将废弃矿山治理与

土地开发、产业发展、城市建设
相结合，鼓励在符合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功能区
划等条件下，因地制宜进行矿地
综合开发利用。”市国土资源局有
关负责人如是说。

据悉，我市废弃矿地综合利
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土地复
垦，二是再开发，三是林业生
产，四是景观再造。土地复垦的
方法是，在建设项目中将剥离的
优质表土用于矿地，如余姚低塘
街道将几个废弃矿山纳入农村土
地综合整理项目，复垦了耕地
126 亩。镇海区对废弃矿山复垦
进行可行性研究，发现可复垦的
潜力达 1800亩。林业生产，是将
矿山宕底宜恢复林地的，列入绿
化造林计划。景观再造，对于具
备改造成观光景区的，纳入景观
创意、设计和建设，如慈溪市区
的废弃矿山，纳入旦山公园进行
建设。

而矿地再开发模式，北仑区
的做法最具代表性。春晓街道爬
山岗石矿已“变身”现代化的国
际赛道。该矿石料开采完留下的
1100 余亩矿地，出让给“吉利”

集团旗下的宁波铭泰投资有限公
司。“铭泰”公司利用这一独特的
山坡地势建成全球唯一的高山台
地赛车场。赛道随山势起伏高度
落差达 24米，山坡看台紧挨着赛
道，竞技效果和观看视线好。值
得一提的是，由于矿地本身已开
采至基岩，十分坚实，地面不会
沉降，节省了大笔建设和维护费
用。这个矿山成为宁波市首家

“省级绿色矿山”，也是全省首家
工程性绿色矿山。

沿海中线北侧的杨家岭石矿

场上建起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
校。走进校园，花草掩映，校舍
整洁。开采后形成的 207 亩矿地
划拨给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该校是涵盖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
的一贯制学校，于 2013 年 9 月建
成后招生，填补了宁波国际海洋
生态科技城教育需求缺口。

在春晓干岙茅洋山石矿，大
型工程车来来往往，正在向外运
送石头。这里四围都是山，中间
因开挖石材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
深坑。采用边开采边治理的方
法，两年之后，这里将是一个库
容量约 600 万方的水库，作为梅
山产业集聚区水资源储备库。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新品黄茶抢占市场

近日，章水镇永杰茶叶场负责人
戴永峰格外忙碌，今年茶场的百亩黄
茶躲过“倒春寒”，如今正值大面积加
工期。“去年黄茶小试牛刀，今年可以
放开手脚做了。”戴永峰开心地说。

经过多年的摸索，戴永峰的茶场
不仅有绿茶，还出产红茶、乌龙茶以
及黄茶等。戴永峰自豪地表示，中国
6大品种茶叶，他的茶场里占了4个，
尤其是黄茶，目前是全市唯一。

如今掌握了核心加工技术，戴永
峰对自制的黄茶充满信心。“杀青的
温度和时间很有讲究，茶叶整形要呈
扁状，闷黄的工序决定最后成败。”戴
永峰侃侃而谈，闷黄是形成黄茶特点
的关键，需耗时1至2天，促使茶坯进
行非酶性的自动氧化，形成黄色。

“茶色嫩黄，汤色杏黄，茶味爽
甜，宛如温玉，我们为黄茶注册

‘皎溪玉叶’。”戴永峰介绍，“皎溪
玉叶”如今已被市场认可，今年要
生产 300 多公斤，还将推出“海曙
红茶”，叫响海曙茶品牌。

花式制茶闯荡市场

桂花茶、红豆杉茶、藏红花茶、樱
花茶、贝母花茶……在章水镇农办的
一张“茶叶清单”上，新出的几种花茶
打上了“章水”烙印，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浙贝母地道的产区，每年三
月，淡黄色的贝母花开满了章水的贝
母地。“以前有村民摘贝母花泡茶喝，
但动起生意念头的还是去年的事。”
章水镇农办负责人告诉笔者，去年部
分贝母加工商收集贝母花销往外地，
今年，一些茶厂也开始收购贝母花，
准备加工成花茶产品。

樱花茶则是章水镇新推的“花
茶”。李红波前几年从事樱花产品加
工，今年她引进了一套专做樱花茶的
设备。“杖锡村有全国最大的樱花苗

木种植基地，这里的樱花品种多、质
量好，可以提供充足的樱花原材料。”
李红波说，樱花内含绞股蓝、茶多酚
等成分，具有减肥和降血脂的效果，
希望经过尝试，最终让章水樱花茶走
向市场。

同样的“茶+故事”还发生在该
镇上千亩的红豆杉上。“红豆杉的树
叶可以烘干制成茶，具有防癌抗癌效
果。”手握“四明紫茶”品牌的应义植
就成功地把红豆杉叶子制成了原叶
茶和袋装茶，还精装成礼盒，在商场
专卖店开卖。

新式抹茶瞄准外商

章水镇赤水村的“山上山”公司
是宁波第一个试水抹茶产业的企业。
该企业负责人原来是经营茶叶机械
的，看到日本大量进口抹茶的商机后，
与合伙人一起用改造的生产流水线做
起了抹茶原料。1公斤抹茶的售价最高
达200元，比珠茶高了20多倍。

笔者看到，用来制作抹茶的原
料并非做春茶的嫩芽，而是较老的
珠茶原料。新摘的茶叶吹干后经蒸
汽杀青，在一个大网罩内冷却，然
后平摊到不锈钢网上进入烘房，经
红外线烘烤后，再被送入大烤箱进
行三层烘烤，最后经过茶梗分离、
风力选别，直至装袋，整个过程大
概40分钟。

“前阵子有日商来考察，认为章
水环境好，生产线也达到日本标准，
当即就下单了。”该负责人兴奋地说，
尽管企业为求抹茶质量，只在每年 5
月中旬开工，但得益于目前两条生产
线的全力运转，年产量达 50吨。对于
销售，该负责人非常乐观，当前日本
向中国一年采购的抹茶原料达 800
吨，而且数量还在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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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岐镇名优茶代表企业“甬茗
大岭”的茶场位于瞻岐大岭古道两
边，四五百米的海拔处，梯田似的生
态茶园连绵起伏。

“中绿杯”全国名优绿茶评比金
奖、浙江绿茶博览会金奖、“中茶杯”
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第十届国
际名茶评比金奖……随着“甬茗大
岭”名号的打响，这几年，瞻岐茶叶

开始步入全省，走向全国。
近年来，瞻岐着力打造主导产

业强、生态环境美、农耕文化浓、农
旅结合紧的现代农业特色小镇。自
去年该镇“微旅小镇”开游以来，

“临海海岸线”“平原体验线”“沿山
养生线”，这“三线四季 N 点”受到
了八方游客的热烈追捧。

而今年的活动将更加精彩，以
“山海季会·四民同声”为主题，共分
四个篇章，贯穿瞻岐四季，以“起源”

“奋进”“丰收”“颂歌”为脉络，每个

篇章设立一个主题，并策划一项具
体的大型活动。此次寻茶活动就是
瞻岐山海节四大篇章的开篇之作

“春·岐山风情”：以“山”为主，
结合传统文化，“宁波号”彩船

“文化走亲台湾行”、“翰墨书写·
走进瞻岐”、岐山春舞寻茶记等活
动，深具地方特色，可玩可赏。

随着气候变暖，“夏·四民同
声”即将上线，将以“民”为主，
结合党建活动，重点打造民众广泛
参与的红色活动，将举办“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红色主题活动、
“永远跟党走”千人红歌大赛，以
及“爸爸·去瞻岐吧”农业采摘
节。更让人期待的是拥有大型海塘
音乐节的“秋·瞻海明月”，边听
涛声和歌曲，边品尝小海鲜，其乐
无穷。而在万籁俱寂的冬天，瞻岐
则要开展“四民季会·休闲健身”
全民运动会。

近年来，瞻岐镇在挖掘好、保
护好、继承好、传扬好优质山海自
然人文资源的基础上，正在逐步

实现“一带两轴两片多节点”的
总体布局。由瞻岐河滨景观带，
沿新穿咸线和瞻虹路一横一纵两
轴，贯穿活力山海新城片和古韵
特色村落片，串联起新老镇区、
古邑新城多个特色景观节点和功
能区块，展现了山海小镇特有的
风貌。

为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海、
记得住乡愁”的美好图景，瞻岐镇以

“一天也不耽误、一刻也不懈怠”的
铁军作风，全民参与共筑品质水环

境，多村联建农污收集全覆盖。经区
级验收公示，全镇 14 个劣Ⅴ类小微
水体全部销号，基本实现了镇域范
围内无劣Ⅴ类水体的目标。同时整
合资源，“腾笼换鸟”，将重点发展智
慧旅游、月光经济、特色农业，推动
辖区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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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鄞州区瞻岐镇组织的岐山春舞寻茶活
动现场热闹非凡，来宾们品尝到了当地出产的头茬
春茶。青黄色的嫩芽，经热水缓缓冲泡，溢出淡淡
清香。

瞻岐拥有优质山海自然人文资源，具备山、
海、田立体开发的独特条件。区域功能的蝶变，使
山海小镇一跃成为鄞东跨越发展的新高地，凸显出
集乐活居住、人文旅游、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微旅
特色小镇”发展契机。

““微旅小镇微旅小镇””四季可游四季可游瞻岐瞻岐：：

“微旅小镇”开游仪式。

大岚：

变废为宝
我市废弃矿山生态治理有妙招

本报记者 王 珏
通讯员 沈银燕

近日，余姚大岚第十三届茶
文化旅游节拉开序幕。在齐腰高
的一垄垄茶地里，体验亲手采茶
乐趣；在四窗岩茶叶有限公司、
姚江正源茶厂等茶文化体验点感
受炒茶工艺，观看精彩茶艺表
演；“无我茶会”上席地而坐，静
心品茶，了解它的渊源，享受独
特韵味……“避开如涌的大城市
人群，静看袅袅炊烟升起，细嗅
春茶清香，内心安然闲逸，宁静
和谐。”上周，跟随微信公众号

“乡下头”前来参加活动的网友
“如风”说，置身茶园，既可享受
茶文化的物美，又可领略茶文化
的精髓，以茶会友，其乐融融。

大岚产茶始于汉，盛于唐，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陆羽 《茶
经》 中所记瀑布仙茗，大岚即为
主产地。境内漫山遍野的茶树，
与绿水青山相伴，云雾清风为
侣。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
这里的茶叶形成了独特的高海拔
山地生态茶的优异品质，以“香
醇、色绿、味浓”而著称。目前
大岚全镇拥有茶园2.2万亩，年产
干茶 3000吨，是宁波市主要的产
茶乡镇之一。

“我们卖的不仅仅是茶叶，更
是文化。茶文化与旅游相结合，
让更多人知晓大岚的独特美景和
悠久文化。景区、民宿的知名度

进一步提高，吸引游客来到大岚
漫步于茶香花海间。”大岚镇党委
书记肖鹤峰说。自 2005年起，大
岚镇每年都会举办茶文化旅游
节，并使其成为地标性品牌文化
活动。这不仅充实了茶文化之乡
的内涵，也推动了大岚乡村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发展。

全长 12公里“岚山仙境·姚
江源头”茶文化旅游精品路线串
联起茶园、村落、游步道、民宿
以及景区景点；围绕丹山赤水、
四窗岩、姚江源头三大旅游圈，
镇内形成覆盖 14个乡村的生态旅
游地图；四明山书画院、姚江源
乡村客栈、老柿林山居等民宿，
以艺术写生、休闲度假、景点观
光等不同主题为特色，声名在外
……越来越多城里奔忙的人们，
来山巅云端感受诗意生活，在这
儿纵情山水。2017 年，来大岚观
云雾、游茶园、住民宿、走绿
道、赏樱花的游客猛增，主要景
点接待游客 74万余人次，实现直
接经济收入 3715万元。农家乐接
待游客超过 37万人次，民宿经营

性收入909万元。
今 年 茶 文 化 节 期 间 ， 随 着

“不二谷”农业综合休闲项目投入
试运行，大岚镇打造美丽乡村新
景点，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休
闲旅游体验。“不二谷”位于大路
下村，是集餐饮、住宿、休闲农

事体验为一体的特色农旅项目，
率先推出的是山地越野车项目。
游客在山路上激情驾驶，体验一
把穿越丛林、花海、山涧、溪流
的浪漫与刺激。“将回报家乡的
情怀融入开发运营中，让更多的
人领略大岚之美，带动大岚旅游
发展。”项目负责人沈岚岚是土
生土长的大岚柿林村人。看到家
乡乡村旅游势头日益迅猛，去年
他回乡创业，打造“不二谷”项
目。

辗 转 之 间 ， 这 片 质 朴 的 乡
域，留住了游客的脚步，吸引乡
贤振兴乡村，生态经济发展如
火如荼……

戴永峰在查看新茶。（陈朝霞 摄）

章水章水：：
多元化茶产业链崭露头角多元化茶产业链崭露头角

又到了一年一度采茶时节。走进海曙区章水镇，除了绿茶幽

香翠绿，还有黄茶、花茶、抹茶……章水镇全力做好做足“茶”文

章，在小小的茶叶中注入科技和文化因子，不仅让茶叶身价暴涨，

还催生了一条成熟稳定的多元化农业产业链。“如今全镇3687亩

茶园能够产出220多吨茶。今后，我们还将注重茶文化产业和生态

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着力打造集生

态、山地、小镇、古村和茶文化为一体的旅游小镇。

茶旅互融，亦品亦游两相宜

高山云雾茶之乡，万亩茶园青翠欲滴，茶香氤
氲；高山台地之最，岚山四季，风情万千。芳菲四
月，闻着茶香走进余姚大岚镇，花海粉艳，远山如
黛，樱花树下喝一杯高山云雾茶，赏一幅人间仙境画。

采茶姑娘在大岚茶山上采茶。（郑奕训 摄）

建在矿山上的现代化国际赛道。 （朱军备 陈芳 摄）

瞻岐镇鸟瞰图。 （童诗涵 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