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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我市行政村规模调

整 ，大 陈 和 历 山 抱 成 一 团 ，两 个

拥 有 得 天 独 厚 资 源 的 村 落 强 强

联 合 给 前 仓 旅 游 文 化 产 业 带 的

建 设 带 来 了 新 的 遐 想 。 新 的 大

陈 村 领 导 班 子 开 始 认 真 考 虑 如

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优势，

带动旅游经济产业的发展。

“把资源整合一起，要将资源

优 势 转 换 为 经 济 优 势 ，带 动‘ 美

丽经济’的发展。”并村之前的历

山 村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支 柱 产 业 ，

绝大部分的村民每年的收入来源

都靠茶叶以及部分高山蔬菜。如

何让大陈村积累的旅游资源，为

历山带去良性的发展，带动村民

致富，陈建伟将视线放在了历山

上的那 400 多亩鸠坑种茶树。

为此，陈建伟找上了制茶已

经 近 20 年 的 吕 光 耀 、胡 晓 敏 夫

妇 。 经 过 几 番 磨 合 以 及 现 场 考

察，最后夫妻俩带着制茶技术入

驻了大陈村，通过与当地茶农合

作，成功开创了“历山红”。

“ 要 做 出 好 茶 ，自 然 资 源 不

可或缺，鸠坑种茶树具备这样的

潜质。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历山

的 传 承 给 予‘ 历 山 红 ’更 好 的 文

化牌，让我们打响新茶品牌更有

底气。”胡晓敏说。

在胡晓敏看来，鸠坑种属于

江浙一带最老的茶树种，历山上

的茶树更是有几十年到几百年的

树 龄 ，老 树 做 出 来 的 茶 味 道 醇

厚 ，更 为 香 滑 ，也 是 用 于 制 作 红

茶是最上等的原材料。

为了保证原材料的品质，夫妻

俩将“历山红”的采摘期与制作期

限定在了 3 月至 5 月。胡晓敏解

释，只摘春季一季的茶青，是为了

保证来年茶叶中的活性成分更充

足，先确保质量才能提升销量。

驱蚊产品俏销
健康环保型受消费者青睐

□记者 应柳依 通讯员 邵恒斌

本报讯 眼下，酷暑难耐，蚊子也

“欢快”起来，防蚊、灭蚊工具成了家居

必备。近日，记者走访五金城市场发

现，各种蚊香陆续上架，驱蚊产品销量

明显升温。

在金城市场的前锋百货批发部，

不少驱蚊产品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批

发部负责人卢伟峰告诉记者，蚊香等

驱蚊产品从 4 月份就上货架了，价格

从十几到几十元不等，每年的4月至7

月份进入销售高峰，今年销售量较去

年也有所增长。

“有无味道的蚊香片吗？最好是

小孩都能用的那种。”胡女士在柜台上

找了几圈，也没选好产品，只能向服务

员询问。服务员随即推荐了一款无毒

无味的蚊香液。服务员介绍，比起传

统的蚊香片，现在市民更青睐于无味

无色无刺激的环保型驱蚊产品。

记者观察发现，为满足消费者对

环保健康的追求，不少驱蚊产品都进

行了创新。无论是蚊香，还是电热蚊

香液、杀虫气雾剂，包装盒上都印着

“无烟”“无味”等字样。一瓶灭蚊喷雾

剂的价格一般在十几元到 20 多元不

等，蚊香的价格相对便宜，驱蚊液的价

格则多集中在20多元。

记者随后来到一家超市，店内一

张产品展示床上，粉色的支架式蚊帐

格外显眼。据店内销售人员介绍，一

到夏天，店内蚊帐类产品俏销。“我们

的蚊帐有可折叠的，有挂在墙上的，

清洗简单，比起使用化学类的防蚊驱

蚊产品，一些老人和家长更愿意给家

人买蚊帐。”与此同时，电蚊拍也是家

中必备“防蚊神器”。正在挑选电蚊

拍的小王说，父母喜欢在夏天开一

点窗户睡觉，蚊虫进到家里的可能

性就很大。比起蚊香液，父母更喜

欢用电蚊拍这种更环保的方式，效

果也不错。

同时，为了能够长时间防止蚊子

叮咬，一些家长会为孩子选购可随身

携带的驱蚊手环。但一些劣质商品不

仅气味刺鼻，对孩子身体也会带来不

好的影响。据刘女士介绍，她曾在网

上花 36 元钱购买了驱蚊手环，孩子带

上没几天身上开始发红发痒，后来，到

医院皮肤科一看，是皮肤过敏症状，她

直接丢弃这个劣质手环。

市消协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一定

要留意驱蚊产品的包装，有的会标有

蚊香成分，如果其中含有 DDT 或是六

六粉等有毒成分，一旦室内通风不好，

就有可能造成鼻子或是喉部不适。同

时，一定要留意它的生产批号和执行

标准号，千万不要购买劣质驱蚊产

品。平时，市民居住环境中各类积水

要勤打扫，及时倾倒生活垃圾；自身要

勤洗澡，流汗时及时擦去汗液；户外活

动时穿浅色衣服可减少被叮咬的可

能；保持个人卫生，多吃含胡萝卜素的

蔬菜等，或口服维生素 B，都能达到防

蚊驱蚊的目的。

前仓镇的小城镇会客厅，刚刚踏进门口，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左手边是前仓
镇厚重的历史传承，右手边为古色古香的茶艺，让前来探寻前仓文化的游客大饱眼
福、口福。

“利用优质高山茶资源，结合舜耕丰富的文化内涵，再配上优秀的制茶工艺，‘历山红’
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好茶，供不应求。”在前仓镇大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建伟看来，面世仅仅
半年的“历山红”，成了该村“美丽经济”的又一重要支撑。

□记者 吕高攀

尽管拥有优质的天然资源，茶

叶资源一直被业内人士所称道，但

是由于没有品牌支持、制作技艺浅

陋等客观原因，历山的茶叶一直很

难卖出好价格。

“野茶树的人工干预比较少，

茶叶中的氨基酸以及活性物质比

人 工 种 植 的 还 要 多 上 不 少 。”由

于平时无人管理，生得也比较零

散，这些野生茶树一直被村民忽

略 ，但 这 在 胡 晓 敏 眼 里 ，它 们 却

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如今，吕光耀夫妇给高山茶引

入现代化管理和运营模式，并给

“历山红”注入了当地的历史文化

基因：“舜耕文化源远流长，它给当

地的农产业带来了良好的知名度

和文化效应，不管是舜芋还是舜

提，现在都已经畅销海内外，‘历山

红’同样搭上了这辆‘快车’。”

吕光耀介绍，现在不少到大

陈 来 玩 的 游 客 都 看 上 了“ 历 山

红”，其中不乏将自己品茗的照片

秀到了朋友圈和短视频 App 上的

举动，引来了更多人“围观”，“历

山红”已经颇具“网红”范。

优质资源配上良好的运作模

式 ，不 仅 让“ 历 山 红 ”真 的“ 红 ”

了，也给当地茶农带去更好的经

济效应。

对于历山的高山茶叶，吕光

耀、胡晓敏夫妇用的是进村统一

收购的方式。按照品质区别，以

每斤 50 元至上百元不等的价格进

行收购。粗粗一算，一个茶季过

去每个茶农便可以多出 8000 元左

右的收入。对于一些家中没有茶

树的村民，夫妻俩还会以高价雇

佣他们采摘高山上的野茶。

如今，“历山红”的第一个采摘

制作季已经过去。上村民家收购

来的1万多斤茶青经过道道工序处

理后，最终只剩 2000 斤左右的成

品红茶。“5∶1的比例，确保了‘历山

红’的品质。”胡晓敏说。

并村打出资源融合“好牌”

注入文化基因打响高山茶品牌

 



































































注入文化基因“泡”出高山茶品牌

融合优质资源，“历山红”红了

晾晒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