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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茶山上，总

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采茶阿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中茶所在西湖龙井一级保护区内有茶园 300 亩，每

年生产的春茶均用纯手工炒制。

从 3 月 15 日开始，陆续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地赶来

200多个采茶阿姨，帮忙采摘鲜叶。

随之而来的还有炒茶工团队，其中就有杭州建德大

姐黄秀云。

1992年，黄秀云所在的乡请来中茶所龙冠龙井的退

休老师傅，给当地茶农培训龙井茶炒制手法。培训持续了

1个月，18岁的黄大姐和村里很多人都报了名，培训结束

后，老专家组织了一场炒制评比，黄秀云得了第一名。

在老专家的邀请下，黄秀云等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

组团来到中茶所炒茶。

中茶所出品的龙冠龙井一直以品质稳定而著称，这

离不开黄秀云她们的努力。

黄秀云说，所里对炒茶的要求特别高，比如动作要标

准，干茶的颜色和火温把握要特别精准。

炒茶这些年，黄秀云的手每年都会被烫伤。“不是我

炒茶不熟练。炒茶时蒸汽温度非常高，再熟练的人也会

被烫伤。”

这些年，她已经从家乡带了60多位炒茶师傅来中茶所

炒茶。“所里的科学家们对我们很尊重，一直都喊我‘师傅’。”

黄秀云的“传帮带”，带动了当地一大批村民学习炒

茶技艺。每年春天，家乡的优秀炒茶工被各路茶企高薪

抢聘。 本报记者 施雯

30年来杭炒茶，乡下阿姨成大师

连那些科学家
都管我叫师傅

这两天，走在杭州的乡间小道，会有三五成群背着茶篓的采茶工迎面而来。

杭州西湖区龙坞茶镇是万担茶乡，每到西湖龙井采茶季，数万名外地采茶工如

期而至。

来自江苏徐州的采茶工头戚虎已经驻扎杭州一阵子了，今年他组团千余名

采茶阿姨进驻龙坞。

这个33岁的小伙带领众阿姨，在江南采春茶，去甘肃摘枸杞，一年四季走南闯

北。

“我们都很喜欢杭州，风景好，阿姨们能赚到钱，很快乐。”戚虎近五六年每年都

带阿姨团到杭州，却仍不知道西湖在哪里，“那是因为我不能走远，15 分钟内要随

叫随到。”

春来杭州采茶叶，夏赴甘肃摘枸杞

带着阿姨团走南闯北的采茶工头：

我要当好她们的
本报记者 方力 通讯员 蒋涵勤

龙坞茶镇有十多个自然村。昨天中

午，记者在上城埭村一处农家小院找到

了戚虎。

“我们给龙坞好几个品牌的茶企

干活，这是公司给我们租的房子。”戚

虎说。

好几个阿姨正围在露天厨房吃饭，

有四五个菜，“土豆烧鸭肉很香，伙食比

我们老家的都好。”

掌勺的田阿姨是大家选出来的，最

会烧饭，正有力地挥动着锅铲。大家都

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喜欢来杭州，环境好、景色好，

干活时心里舒坦。”一个阿姨笑眯眯地

说，每年春茶季来龙坞 20 多天，就当出

门旅游。

戚虎能叫出田阿姨以及许多采茶工

的名字，用家乡话交流了工作安排。

他说，阿姨们大多干农活出身，吃得

了苦。以前带她们也去过安吉等地，相

比之下更青睐龙坞，“这里的茶山不高，

条件待遇也比较好。”

饭后，几个阿姨愉快地朝茶山出

发。这时，留守的一个阿姨嘟囔起来，

“今天为啥不叫我上山，一碗水要端平

的。”

戚虎淡定地笑笑，这样的埋怨他习

惯了，也避免不了。因为看天吃饭，这天

气让他有些发愁，“这几天气温低，茶叶

长得较慢，没有足够的活，大家轮流休

息。”

第一批跟戚虎出来的，有两百多个

阿姨，还有一大半人马后头才到。戚虎

怕现在气温低，更怕后面气温过高，这样

茶叶长得快，工期就要缩短，毕竟是按天

计算工钱。

小伙子青睐杭州龙坞，“茶山不高待遇不错”

阿姨们尚且如此拼，何况小伙子？

“近五六年我每年都来杭州，还是不知道

西湖在哪里。”戚虎自嘲。

这几天茶叶长得慢，他还是算闲的，

再过四五天，随着“大部队”到来，他会越

来越忙。

在茶企和采茶工之间，他扮演的是

平衡、协调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是琐碎

的大管家。“所以，我不能跑远，电话找

我，15 分钟要随叫随到。”茶企老板、大

巴司机、采茶工随时都可能有事找他。

有一回，他的手机连续 20 个小时被打

爆。

当采茶季结束，阿姨们胜利完成任

务，戚虎才能放松下来。离开之际大家

包顿饺子，热闹一下。

他印象最深的，是去年那次聚会。

即使还在疫情氛围下，阿姨们跳广场舞

啊，唱歌啊，非常投入⋯⋯所有奔波之

苦，都被那份热烈给治愈了。

随叫随到不能跑远，至今不知道西湖在哪里

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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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龙坞刚来的采茶阿姨杭州龙坞刚来的采茶阿姨

右为黄秀云

戚虎做劳务工作十多年了，眼见采

茶工的工钱从最早的每天60元，涨到现

在每天 160 元。最多的时候，他要带领

五千人的采茶团在各地采茶。“哪怕去年

疫情时，有 60%的采茶工无法到位，我

也能提前叫到人！”

现在采茶工头多，竞争激烈，戚虎觉

得，行走江湖关键靠两个字：诚信。

“让她们有活干有钱赚，是根本。我

按时发放，不少，不扣。”戚虎说，阿姨们

多数时候在家里种地、带孩子，只是季节

性地出来做工，比如春天到南方来采茶，

暑期去徐州等地的食品厂做罐头，甚至

去北边的甘肃摘枸杞，这样走南闯北一

年干几个月，采茶赚个五千块，做罐头赚

一万五，不耽误家务，也能贴补家用。

阿姨们头几天感觉像出来旅游，是

兴奋的。戚虎说：“阿姨们年纪这么大还

跟我出来闯荡，都有一股子奋斗的韧

劲。我要当好她们的‘团长’。”

带阿姨团行走江湖，关键靠诚信带阿姨团行走江湖，关键靠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