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茶市(茶市一鸣饭店)

3月2日下午，泸州市纳溪区护国镇梅岭，连绵起伏的茶山一片新绿，47岁的王缝友
头戴遮阳帽、腰挎茶篓，双手娴熟地采摘着鲜芽。她身后的竹篓里，一芽芽鲜叶散
发出淡淡的茶香，茶篓里的叶子转身将变成钱，王缝友心里乐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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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天黑才开，现金交易

绍坝是梅岭村的一个小地名，当地村民赶绍坝场的习惯一直被延续下来。

绍坝茶叶交易市场兴起的时间有六七年了，是纳溪茶产业形成集聚效应后，当地茶
农与商家们的一种自发交易行为。“白天茶农们要忙着采茶，只有天黑了才下山卖
茶，茶叶不能过夜，所以就集中在晚上开市。”护国镇梅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朱春说，今年第一批春茶在2月4日就开采了。夜市没有固定时间，茶农们都是摸
着天黑才来，每晚6：30后，才慢慢进入高潮，持续到晚上10点过。到了晚上12点
，街上会排满货车，当天收的鲜叶被送到名山、峨眉、夹江等茶厂加工。

“你看我这个茶出好多钱？”晚上7：00，茶农阮翠蓉背着刚摘下来的鲜叶来到谢
勇的门市，她把背篓放在磅秤上，等待谢勇出价。

采茶工们把掉在地上的茶叶拾起来秤重

实际上，绍坝场上20多家茶叶收购点，给出的价格差别大概就是一块多钱。尽管差
别不大，但出价高的门市总能吸引更多茶农。随着时间的推移，背着茶叶到各个收
购点的农户越来越多。而此时的绍坝场上，却远没有茶园的路口热闹。在通往茶山
的各个路口，到处可见一些开着三轮摩托、小货车的人，等待茶农采茶归来，看茶
叶、开价、讨价还价、过秤、成交……他们将收来的茶叶打包整理好，再送到绍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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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卖给茶叶收购点，赚取中间差价。

绍坝的夜市，至今沿用最古老的传统交易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茶农与采茶工
人之间的结算从茶卖出去那一刻结束，茶卖了立马结算工钱，现金拿到手让茶农心
里踏实。谢勇的合伙人黄强上午睡觉，中午到银行取钱，晚上收茶，这样的生活节
奏已经成为他这几个月的日常。

“这几个月也是我们一年里最赚钱的时候，大家都卯足劲收茶、卖茶。”3月2日，
黄强去银行取了20多万元。但他说，这并不算多，前段时间收独芽，单价高得多。
最多的时候，一天发出了38万元现金。“不要小看我们这个茶叶市场，每天的现金
流量都有三四百万元。”

【茶农】白天采茶，晚上卖茶

“你也辛苦了，多给你2元，明天一早又来摘茶。”傍晚，李发群从茶农阮翠蓉手
中接过103元工钱，背着空竹篓笑呵呵地朝家里走去。

夜幕初上，杨启再的收购点已经堆满了鲜叶

晚上7点，杨启再门市里的茶叶已经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他不停地用塑料椽子小
心翻动茶叶。“现在正是乌牛早和福选9号大量上市的时间，除了各个品种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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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放，茶叶翻凉也有讲究，操作不当，温度一高，烧坏了全都要不得了。”杨启
再承包了1000亩茶园，家里请了数十名采摘工采茶。除了茶山，他还有自己的茶叶
加工厂，每天仅是自家茶园摘下来的2000多斤鲜叶远远不够，还要大量收购其他茶
农的茶，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购10万斤鲜叶“。春茶多数卖给外地茶企，剩下的自
己加工成干茶卖。”

不远处，黄强的门市里也收获颇丰，不断有茶农背着茶叶进店。“让自家的茶不吃
亏，能卖上个好价钱”，是黄强做茶生意的初衷。黄强家有60多亩茶园，他之前一
直在北京做工程，茶园没怎么管理。七八年前春节回家，得知好朋友谢勇做茶叶生
意有赚头，但需要大额的资金，两人便搭手一起干。黄强负责收，谢勇负责卖。

相较于黄强坐店收茶，谢勇的活路更辛苦一些。每天晚上10点过，当天的茶叶收购
便基本结束。此时，谢勇要做好准备出发——将茶叶装车，连夜送往名山、峨眉、
夹江等地的茶叶加工厂，交完茶后又立即返回。

虽然辛苦，但这个茶叶夜市让茶农们的心稳了下来。“原来要么是茶贩子来压价收
走我们的好茶叶，要么我们花路费花时间拿到外面去卖，有时还担心采摘的鲜叶卖
不出去。”黄强说，由于纳溪当地只有几家茶厂，生产能力有限，无法消化这么多
茶叶。自从形成了茶叶集市，茶商们把梅岭乃至整个纳溪的茶叶外运，对当地茶叶
价格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小茶叶 变成致富“金叶子”】

朱春告诉记者，茶叶集市形成以来，吸收当地劳动力、增加茶农收入的效果更是逐
年显现。小小一片茶叶，成了村民致富增收的“金叶子”。

“这段时间，我有空就帮茶园采茶，一天能挣100多元。”3月2日下午，李发群一
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向记者介绍，立春后、清明前，正是纳溪特早茶采摘旺季
，在茶山忙活的不一定是茶农，像她这样在茶园务工的村民还有很多。按照目前18
元一斤的鲜茶收购价，采茶一天的工钱少说也有100多元，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
多元。

茶农们采下的鲜叶，除了自己背到收购点去卖，也会有收购者沿着茶山挨家挨户去
收。

梅岭茶市兴起后，原来的“茶串串”经培训后变成了茶叶经纪人，经过这几年不断
地摸索，形成了“茶农-茶叶经纪人-茶叶加工企业-
茶叶营销网点”的茶叶购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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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溪区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余莲说，纳溪茶叶基地在全国享
有名气。早春开采季，全国各大品牌，像龙井、黄山毛峰等都来抢原料，早春鲜叶
有百分之六七十都销往外地。“我们不仅把纳溪茶叶卖到了全国各地，还漂洋过海
卖到了国外。”

说起自己的茶叶经纪人生涯，谢勇很平淡。“从最初一年挣2000元，到现在几十万
元，全得益于家乡茶业的发展。”经过多年浸润，谢勇已成为一个地道的“茶叶专
家”。

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朱春介绍，梅岭村是纳溪特早茶的核心
产区，现有规模化种植面积5万余亩，中小型茶叶加工作坊30余家，大型茶企4家。
目前，梅岭村正在加快茶产业资源整合，在绍坝规划修建的鲜叶交易市场将在今年
内建成，届时所有茶企和茶叶经纪人可全部入驻，集中交易。这样一来，不仅减少
了茶农销售茶叶的舟车劳顿，节约了成本，更是让茶农掌握了茶叶鲜叶销售的主动
权。

得知“家门口”要建一个大型茶叶交易市场，谢勇满心喜悦。作为一个茶叶经纪人
，他意识到，这不仅将使生意更好做，还将对本地的茶叶产品带来意想不到的宣传
效果。

茶产业的发展，不仅让茶农荷包鼓起来，还带动梅岭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通过调
整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2020年，梅岭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300万元，增加全
村群众的经济收入。就在记者与朱春交谈的时间，已经有几家单位打电话准备周末
到梅岭村搞团建活动。

从科学种茶、春茶采摘、茶叶收购到茶旅融合，茶产业发展的红利还触及周边的行
政村，当地百姓“足不出户”，在家门口也有活干、有收入，让发展成果实现了人
人“共享”。

（川江都市报记者 方霞 周菁 燕伟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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