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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缅边境的勐海县，是集

边境、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边

疆县。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勐海县

把“百企帮百村”作为精准扶贫的引

擎，依托茶叶等传统特色产业，动员

勐海茶厂、陈升茶业、雨林古茶坊等

龙头企业以及合作社，加入全县脱贫

攻坚战行列，带领大批建档立卡贫困

户脱贫致富。

技术帮扶

促茶产业提质增效

“以前杀青、揉捻、烘焙等各

个环节，我们都是采用传统的工艺，

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达不到企业的

要求，卖不了好价钱。”勐海县布朗

山乡曼囡村委会曼班三队村民桑梅

告诉记者，勐海茶厂结对帮扶他们村

后，给村民系统培训茶叶加工技术，

让全村茶农受益颇多。

“学到技术后，我组织家人、

亲戚一起干，筹钱建立了初制所，购

置了1台杀青机、2台揉捻机，用机械

制茶技术取代人工制茶，提高了生产

效率。”桑梅说。

曼班三队是“直过民族”拉祜

族聚居的寨子，全村共有17户58人均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勐海茶厂结对帮

扶该村以来，结合企业自身优势，邀

请22位村民走进勐海茶厂参观学习，

茶厂还向村民捐赠了18台割草机及草

防护罩，厂里的技术人员多次深入村

寨，对村民进行茶叶种植、茶园管理

及茶叶初加工等培训，极大增强了村

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逐步提高

了村民自身“造血”功能。

雨林古茶坊总经理杨加龙说，

他们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在理

念、技术、工艺、设备等方面给予贫

困群众帮扶，与他们一道努力打造生

态、低碳、有机、高端茶叶品牌。

“勐海县的优势产业就是茶产

业。只有让贫困群众掌握好种茶、制

茶、售茶本领，并通过大企业的帮

扶，才能让他们实现拔穷根、摘穷帽

的目标。”勐海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

任玉儿嫩表示，近年来在企业和合作

社的带领下，茶农增强了质量安全意

识，粘虫板、杀虫灯、除草机等技术

得到推广，实现了茶叶提质增效，茶

农也得到很多实惠。

搭建平台

让茶农不再愁销路

勐宋乡南本老寨位于高山上，

由于偏远和道路崎岖，让曾立项建设

的高山蔬菜基地以失败告终。交通不

便，也使得村寨的优质茶叶难以销售

出去。

2015年，勐海县开展“百企帮

百村”扶贫以后，茶企雨林古茶坊落

户勐宋乡，并在南本老寨建起大型的

普洱茶精加工厂，为农户提供了一个

完善的销售平台。

“过去路难走，很少有人进山

买茶，我们常年为卖茶而发愁。”南

本老寨村民小组长罗霄说，自从雨

林古茶坊进村建厂后，每年要收购南

本老寨的茶叶近30吨，收购资金近

千万元。

如今，村民通过茶叶销售，年

收入最高的人家达80万余元、最低的

也有10万余元。82户村民不仅家家户

户盖起新房、添置了车辆，而且有30

余户村民进城购买了商品房。南本老

寨一改过去的贫困状况，一跃成为三

迈村委会19个自然村里的“首富”。

“公司每年投入收茶资金达800

万元至1000万元，收购茶农的夏、秋

茶叶鲜叶加工红茶，可基本解决当地

茶农3季的茶叶鲜叶销售问题。收购

茶叶涵盖了15个村民小组的农户，

其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385户1534

人，使茶农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杨加龙说。

“我做过生意，也种植过魔

芋，但都没有赚到钱。后来改种茶

叶，却因为不认识外界茶商，加工出

来的干毛茶没有固定销路，即使茶叶

卖出，也不能及时拿到茶款，难以维

持家庭生活开支。”勐海县西定乡旧

过村爱伲族建档立卡贫困户岩叫恩

说，后来在勐海茶厂的指导下，他按

照标准进行生产，才让他们一家逐渐

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为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打开茶

叶销路，勐海茶厂与村民签订了茶叶

购销合同，并派技术员到村里从种

植、采茶、杀青、揉捻、烘焙、去

香、包装等环节跟踪指导，确保茶农

的茶叶质量达标。

据悉，目前勐海县117家茶叶龙

头企业、茶叶合作社，与6000余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建立了利益共享联结关

系，基本实现每个种植茶叶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都有企业或合作社带动。

本刊记者 杨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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