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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整
碗村的茶山上，一垄垄翠绿的茶树蜿
蜒起伏，高大的遮阴树散布山间，三
三两两的农民在地里劳作。

这是茶农董祖祥的有机茶叶基
地。基地的茶叶通过了欧盟、美国、
日本和中国的有机认证，其中出口欧
洲的茶叶每公斤最高卖到2000多欧元。

作为世界茶树核心发源地之一，
云南如今茶叶年综合产值逾千亿元。
在这片小小的树叶上，有着我国乡村
振兴的清晰脉络，也饱含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期许。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不断加大
引导扶持力度，茶叶成为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各地还把党支
部建在产业链上，把企业党建和乡村
振兴工作深度融合，党员干部冲在产
业发展第一线。

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介绍，2021
年云南茶叶综合产值增至 1071.1 亿
元；茶农来自茶产业的人均收入达
4708元，较2020年增加658元，茶叶
成为群众的“致富叶”。

如今，漫步在一片片古茶林、有
机茶园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故
事俯拾即是，一幅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统筹发展的边疆振兴新画卷徐
徐展开。

▲茶艺师在展示当地传统茶叶冲泡技术。

▲茶艺师在制作冰滴普洱茶。

▲新型茶饮店里的创意茶饮品。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小朋友在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那柯里
茶马古道小镇玩耍。

▲茶农在位于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的国家种质大叶
茶树资源圃采茶。

▲工人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雨林古茶坊茶叶有
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线上制作普洱茶。

▲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整碗村的有机茶叶基地。

▲普洱市景迈山翁基古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