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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谷雨渐至，杭州春天的龙井茶茶忙季也到了尾声。今年的

茶忙季比往年收尾得早一些，很多茶村里的采茶工都已经回家

了。而往年，要到4月20日前后，从安徽、江西、浙江南部地区

赶来的采茶工才会陆陆续续回家。

采茶工提前退场，意味着什么？今年的西湖龙井会减产吗？

谷雨还未到，采茶工已基本返乡
今年西湖龙井采摘季结束得有点早
龙井今年产量到底是增还是减？还得等谷雨后的统计结果

本报讯 银发梳成短翘的时髦造型，身上

鲜亮的服装捋得平整，一群平均年龄80多岁

的老人围坐一起，眼睛紧紧盯着五线谱，在包

厢里放声歌唱。这是一场和180位老人的青

春相关的活动。

昨天，在杭州华侨饭店，原空军技术学院

制导雷达专业的 180 位校友齐聚于此，举办

他们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同学会。

这场关于青春记忆的同学聚会，发起人

是81岁高龄的严根松，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

人。

他 20 岁时有幸被选中成为原空军技术

学院制导雷达专业的一名学生。“当时全国

一共 200 多人被选中。”他自豪地描述这份

特别的幸运，“那时，我们是第三届，一共有

两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严根松回忆，学

校管理比较严格，“每天早上要跑 1500 米，

晚上半夜紧急集合，同学们都是互相打气才

能起床⋯⋯”

共同的经历让严根松和他的同学们有了

很深的感情。2013 年严根松召集同学在杭

州举行了第一次同学会，78 人到场。第二届

在上海，160 人来了。第三届在广州，168 位

同学出现了。一直到今年，是第七届同学会，

这次也是到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一共 180

人。同学们从齐齐哈尔、昆明、成都、重庆纷

纷赶来。

“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 86 岁了，出于安

全考虑，今年这一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

相聚了。”严根松说，这一次我们做一个纪念

册，微信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都会记录在

册。“希望我们会一直联系，记得我们当初的

芳华。” 本报记者 章然 文/摄

180位老人的芳华，他们用歌声纪念

本报记者 黄莺 金丹丹 通讯员 李林峰 金晶 文/摄

龙井43号已采摘结束
有的采茶工上周就回家了

景区双峰村的郭秋芳今年72岁，一辈子

和茶田打交道，最爱的就是家里的茶田。今

年她家里请来的 5 个采茶工，上周六就都已

经回家了。“原来茶叶有春茶、夏茶、秋茶三

季，现在基本只做一季春茶了。”

别看采茶工人都回家了，但是郭秋芳还

一直在茶田里采鲜叶，如今的茶叶都已经是

群体种了，采来的鲜叶由大儿子手工炒，“我

们家清明以后，就不采龙井 43 号了，茶树都

剪好了，而且龙井 43 要剪得早，老话说，‘今

年剪得早，来年早发芽’。群体种还有芽头

的，但是5个采茶工养不起。”

她算了笔账，一个采茶工的工资每天

130 元，还要包吃，大概是 150 元一天的成

本，5 个人就要 750 元，“一个人采茶叶也采

不到 3 斤，1 斤茶都炒不出来，肯定养不起

了。”

同样，在龙坞茶镇，慈母桥村的陈女士

家里的 4 亩茶地也请了 5 个采茶工人，上周

这5个采茶工人也都回老家去了。“今年清明

后有一天不是打霜么，不少平地茶都受冻了，

而且挺严重的，那一批茶树都采不了。”陈女

士说，有些人家 4 月 12 日左右就有茶工回去

了，相比往年早很多。

据了解，整个慈母桥村，到昨天为止所有

的采茶工人基本都已离开，自己家里还有劳

动力的，就在茶田继续采茶，家里没有劳动力

的，就开始剪茶蓬，方便茶叶明年长得更好。

西湖龙井原产地一级保护区的翁家山、

龙井、满觉陇、杨梅岭、梅家坞等村，从上周末

到这周初，采茶工也陆陆续续走了。

满觉陇村书记陈剑立说，往年采茶工基

本上在 4 月 20 日离开，今年提前了 5 天。“3

月 20 日开采，采茶时间 25 天左右，和往年差

不多。”

杨梅岭村村民应敏说，今年家里的采茶

工上周末就走了，其他村民家的采茶工也差

不多，比往年要早走四五天。

翁家山村的茶农孙斌说，今年村里大部

分采茶工在 4 月 10 日到 15 日就陆续返回。

“我们家今年叫了 27 个采茶工，在 4 月 10 日

左右走了一拨，上周末又走了一拨，今年的春

茶目前已经全部炒制完毕，比往年早了几

天。”

清明时节忽然而来的30℃
是茶工提前回家的主要原因

今年的采茶工人回家格外早，主要原因

有两个：一是天气忽热忽冷，二是群体种鲜叶

还不太多。

“今年清明前后的天气太热了，30 多摄

氏度，茶叶开始拼命长，潜力都拼光了，现在

茶芽就少了。”西湖景区农业局工作人员姜新

兵告诉钱报记者，茶叶芽也是一批一批长大

的，最合适的就是像这几天不冷不热的气温，

但是清明前后温度一下子到了30多摄氏度，

大大小小的茶芽就一起开始长大。“那段时

间，采茶、炒茶非常忙，加班加点，不然茶叶长

得太快、太长，就不好了，或者放得时间太长，

就变黄，都会影响品质。”

茶叶提前“成熟”，眼下这个时候群体种

鲜叶不太多，而且价格也没之前那么贵，是茶

工提前离场的另一个原因。

“现在收购价贵的 600～700 元一斤，

最便宜 200 多元一斤，不同品质价格不同，

一芽三叶的就要便宜很多，但是也还能采到

一芽一叶的品种，那个价格还是金贵的。”

西湖区农业局工作人员商建农告诉钱江晚

报记者，“现在茶农自己家有多少劳动力，

就干多少活。”

采茶工人提前回家，今年西湖龙井茶叶

产量到底是增还是减？“还说不好，要等谷雨

之后做了统计才知道。”姜新兵和商建农给出

了同样的答案。

眼下，茶农们已陆续开始剪茶蓬。姜

新兵说，每年茶树的采摘期结束后都需要

做修剪，一方面是培育树冠，有利于第二年

茶树的发枝，让茶树有更好的长势，提高茶

叶产量、品质；另一方面，修剪可以降低病

虫害发生基数，接下来天气热了，虫子会多

起来，修剪后，病虫害相对来说可以减轻。

采摘完后，到下一年开采，基本上要进行三

次修剪，在这次大修剪后，在夏、秋两季还

会做两次轻度修剪，这两次“轻修”主要是

为了打破植物生长的顶端优势，控制高度，

方便采摘。

龙 坞 茶 镇 的

茶农，正在为

龙井 43 号茶

树剪茶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