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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在支持壶潭村发展产
业的同时，也希望壶潭村能走出一
条属于自己的路，于是和壶潭村“约
法三章”：律所可以提供订单支持，
但村里不能形成依赖，“完全躺在别
人身上”；茶叶必须有自己的市场，
否则无法持续；律所的订单仅仅是
打个底，第一年包销茶产量50%，
第二、三年逐渐减少，三年后则完全
交给市场。

高山野茶产业方案初定后，壶
潭村村民大受鼓舞。“总不能一直掌
心向上，靠别人帮扶。我们也很想
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
子。”周文元说，有了市司法局和市
律协、律所的支持，壶潭村重振茶产
业也有了底气。村干部们热情高
涨，他们联系了市农业农村局专家，
请对方来村里考察指导，提供技术
支持。同时，也通过行业内人帮忙，
对接到了福建一位制茶大师傅。

今年清明前，老茶树开始吐新
绿，村里赋闲的妇女以及体格好的
老年人开始采茶。大家严格按照专
家一叶一芽的标准纯手工“掐尖”，
刚开始，一天下来一人只能采9两
鲜叶。虽然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
例，但是大伙都干劲十足。随着越
来越多新芽冒出来，鲜叶采摘量也
逐渐上去。经过全村20多天的努
力，完成了今年鲜茶的手工采摘。

这些鲜茶叶采摘当天就被运往
奉化制茶工厂，由聘请的制茶大师
傅炒制，共制成400多斤成品茶。
其中，大部分是红茶，另有少量绿
茶，分别取名壶潭红、壶潭绿。

这些高山野茶一面市便广受好
评：喝起来口感好且有回甘，而且这
些高山野茶纯天然无污染，价格也
实惠。

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全程参

与了壶潭红、壶潭绿的产销过程：从
茶叶的生产到包装设计，到文案策
划，再到产品推广……包装盒卡片
上“这一盏茶”的精美文案便是出自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均伟之手。另
外，在成品茶制成之后，宁波市律协
又组织各大律所负责人进行品鉴。
随后，市律师协会通过线上向大家发
出“购茶助力乡村振兴的倡议”。倡
议中对茶叶产地、环境、质量把控等
细节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说明了市
司法局、市律协与壶潭村乡村振兴结
对的源起，倡议大家从消费帮扶、品
牌推广以及产业振兴等各方面支持
壶潭村产业发展。

这份倡议发出后，收到各个律所
热烈反馈，大家纷纷报名订购：6盒、8
盒、10盒……群里接起了长龙。“我们
很乐意来承担这份社会责任，再说律
所平时也需要茶叶，壶潭的茶叶物美
价廉，何乐而不为呢？”国浩律师（宁
波）事务所负责人徐衍修说。

同时，宁波市律师协会也将工
作用茶等换上了壶潭红、壶潭绿。

在宁波市律师协会和各个律所
实力抢购、口口相传下，400多斤茶
叶很快被抢购一空，而且供不应求。

出乎意料的是，相当一部分茶
叶都通过市场卖光了，市律师协
会、律所友情订单占了不到一半。
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司法局、市律
师协会对壶潭村产业帮扶第一年
就成功了。

“村民尝到甜头后，不少人想把
苗木换成茶园。”周文元感叹说，

“照此发展下去，那将是功在千秋的
大好事，因为苗木导致水土流失厉
害，而茶产业让村民致富的同时，也
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朱益峰 徐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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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助共富”
让这个村的高山野茶

新生机发
最近，老顾客不时打来的复

购电话成了奉化壶潭村党支部
书记周文元“幸福的烦恼”，他
不得不一遍又一遍解释：“今年
的茶叶早就卖光了，要买只能
等明年了。没了！真没了！连
我个人囤的一点都被‘抢’走
了！”

多年无人问津的高山野茶，
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抢手？

茶叶外包装平平无奇，甚至
有点简陋，普通的牛皮纸袋里
是两个装茶叶的牛皮纸盒，茶
盒里是一袋袋独立包装的茶，
唯一特别的是里面一张精致的
卡片，上面写着“这一盏茶”的
故事：这一盏茶始于“法助共
富”的探索……

壶潭村的茶叶和“法助共
富”有什么关系呢？这背后有
荒废茶园变废为宝的始末，也
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

故事始于一次
翻山越岭的现场帮扶行动

故事起源于一次“法助壶潭、乡
村振兴”活动。

事情还要从壶潭村与宁波市司
法局的渊源说起。宁波市司法局与
奉化区溪口镇壶潭村结对帮扶30多
年。去年年初，宁波市司法局与壶潭
村党建共富结对，确定了以产业带动
壶潭村致富的大方向。

去年11月26日，市司法局局长
蒋文丰等领导班子成员、市律协领导
班子、市司法局各业务处室长、部分
区（县、市）律师行业党组织书记、律
所党支部书记代表等，到壶潭村进行
帮扶。

与以往的帮扶行动不同，这次也
是一次实地考察，同时还是一次团建
拉练。局领导打头阵，带领几十个人
的队伍，徒步从唐田出发，沿着当年
新四军红色交通线，翻越海拔600多
米的乌岩头来到壶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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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树下的头脑风暴
催生“致富茶”

当天，市司法局、市律协给
壶潭村带去帮扶资金，市律协在
壶潭村建立“乡村振兴结对共
建”点，向老年食堂捐赠资金。
除此之外，还在村口的大树底下
开了一个座谈会，面对面来了一
场头脑风暴。这场“风暴”的中
心就是如何帮助壶潭村发展产
业，实现“脱贫致富”。

“法助共富，除了捐款、捐物
资，进行输血外，还要想办法帮
助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发展产
业，实现自我造血功能。”蒋文丰
提出。

随后大家开始集思广益，在
这之前，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已
经带领律师管理处室、市律师协
会到壶潭村深入考察过。他们
将当地丰富的资源进行归纳分
析，并现场进行分享。壶潭村资
源可以分“红”“绿”“蓝”三色：这
里是抗战根据地，有烈士陵墓以
及背后的抗战故事等红色资源；
附近有全市三大古树群之一，还
有一条古道，是绿色资源；蓝色
资源则是水，这里是水利部门认
证的甬江发源地……尽管壶潭
村资源丰富，而要将其转化为赚
钱的产业则不那么容易。综合
考察下来，大家觉得项目要见效
快，最有希望发展起来的还是山
上这些野茶树。

这一提议吸引了大家的兴
趣，村党支部书记周文元也来
了劲头，他说，这里的海拔550
米-620米，空气的湿度、温度等
都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所产茶叶
品质很高。

其实，壶潭村在50多年前就
已开始发展茶产业，当时有700
多亩山茶园。后来，因为村里年
轻人流失，当地制茶工艺没有及
时升级，成品茶叶逐渐失去了市
场竞争力，茶园也随之被放弃。
周文元惋惜地说：“村里地势相
对平坦、交通便利的茶园都被砍
伐，换上了苗木，只剩下大概一
半高山薄地、地势陡峭的茶园。
从此，这些高山老茶树无人问
津，一荒就是30年。茶是好茶，
就是没有好好发展，丢了市场！”

全市各律师事务所平时都
很热衷公益，如果把各个律所的
力量汇集起来支持壶潭茶产业，
则可让茶走出山区，重获发展。

3 产业帮扶第一年
成果就出乎意料

壶潭村一角壶潭村一角。。

壶潭村出产的茶叶壶潭村出产的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