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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满心期待的菜籽饼，由油菜籽榨油后的副

产物通过加工而成，是优质的有机肥料，可补充有

机质，疏松土壤、改良茶园土壤环境，其中丰富的氮

素更是有利于提升茶叶品质。

“这两天，西湖景区各村都在抓紧时间，因为我

们要赶在 10 月 22 日前把菜籽饼全部发放下去，早

发早施，这对茶树生长也有好处。我们的茶树宝宝

能够抓住时机‘贴秋膘’。”西湖街道工作人员介绍，

近日西湖龙井茶园里特别热闹，除了开沟施肥，采

摘制作小阳春茶、秋季打顶剪刺激腋芽发育等农事

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双峰新村的茶园里，新鲜到货的菜籽饼被茶

农们均匀撒到开挖好的沟渠内。

阳光下，菜籽饼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油味。

“这是菜籽饼独有的气味，闻着就香。”双峰村

茶叶植保员翁海牛说，菜籽饼独特的原料，使得它

的施肥方式也不同。需要在茶树中间挖一条深 20

厘米的沟渠，把菜籽饼均匀撒入其中，等待它在土

里慢慢发酵，龙井茶树从中吸收营养。

“双峰村 720 亩茶园中，群体种占 480 亩，剩

下的基本是龙井 43，修剪茶园，施菜饼后，就等待

12 月份封园了，施肥是每年管理茶园的最后一步

了。”翁海牛说，所以大家都很着急，抢抓时间，错

过了这一时机，茶树不能如期吸收营养，会耽误

明年的收成。“有的农户早上 6 点钟就起来施肥

了。”

今年再忙最后一回，期待明年丰收

本报讯 10 月 11 日，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

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临沂市委、市政府主办，

临沂市委宣传部、临沂日报报业集团、莒南县委、

县政府承办，临沂城建集团、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临沂审计中心、临沂人才工作集团联合承办

的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第 38 届年会暨全国晚报社

长总编沂蒙行调研采访活动在临沂启动。活动主

题为“融合开新局·礼赞新时代”，聚焦革命老区发

展成果，共话晚报类媒体融合转型经验，共同助力

融媒改革成效转化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磅礴力量。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内部副主任王佳指

出，希望中国“晚协”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要进一步迈开步子，推进围绕理念、题材、

内容、形式等全方位的创新，开拓工作新局面；要始

终坚持内容为王，提升晚报内容的生产能力，深耕本

土资源，促进内容生产与地域特色深融合，厚植人民

情怀，打造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作品；要

紧抓数字发展机遇，推进技术赋能媒体融合，聚力移

动优先，建立技术手段，打造多介质、多元化、移动式

平台渠道，提供分众化、差异化内容服务，占领互联

网主战场，更好地团结引领广大新闻工作者以守正

创新的正气、锐气，巩固晚报舆论阵地，开拓事业新

局，谱写当代华章。

启动仪式上，“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红色教育基

地”揭牌，临沂正式成为“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红色

教育基地”。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交流媒体深度融

合发展、全媒体平台建设等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

法，共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 余家媒体单位

的150余名社长、总编辑及相关负责人参加。其间，

与会人员将赴5个县区调研采访、实地考察，并交流

媒体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度融合发展、全媒体平台

建设等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羊城晚报社原党委

书记、社长刘海陵；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执行会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民晚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朱国

顺，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副总编辑冷梅，新民

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可等参加启动仪式。

本报通讯员 英子 尹召功 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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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龙井茶树“贴秋膘”已

然开始。

昨天早上 7 点，杭州西湖景区双

峰村、双峰新村的村民们早早出门，在

路口等待着将有机肥料菜籽饼搬回

家。

“今年，比前两年发菜籽饼的时间

稍微晚了几天，所以我们先把家里的

龙井茶树修枝，趁着这两天天晴，把开

沟的事情先做好，就等着菜籽饼一到，

就可以对茶树施肥了。”茶农们满满期

待。

每年秋季，茶树会进入全年根系

生长高峰期，此时施用基肥效果最好，

利于来年春茶生长。

今年最后的今年最后的““小农忙小农忙””

茶树宝宝茶树宝宝““吃吃””上菜籽饼上菜籽饼

最近茶园好热闹最近茶园好热闹
西湖龙井西湖龙井““贴秋膘贴秋膘””

本报记者 章然/文 林云龙/摄

不仅双峰村忙着发放菜籽饼，在西湖景区的十

个茶村里，10月中旬，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施肥菜籽

饼、修剪的事情，有些家里茶树多，还会请帮工。

双峰村村民单美娟家里有三亩茶地。

她正在茶园中“打顶”，“就是对茶树进行修剪，

功夫可深了，看到有些不太好的茶叶要掐掉，嫩芽

也要掐掉，留着无法过冬，长得比较高的也要掐掉，

要茶园齐齐整整，才能均匀吸收营养。”

脚下的沟渠里已经撒满了菜籽饼，“我今年已

经 60 多岁了，挖沟渠肯定自己干不了，找了个帮

工，花了 2000 多元，四五天才干完。”单美娟说，照

料茶树还是比较辛苦的。这几天忙着给茶树修剪，

几个人一起，也是起早贪黑。

虽然辛苦，即使也有工作，但单美娟从没想过

放弃。“祖祖辈辈经营茶树，退休后我还是想着能尽

心尽力照料茶树。”

“下一辈不太了解怎么养护茶树，我女儿女婿

也不太会弄，茶树怎么修剪、怎么施肥，都不太懂

⋯⋯如果接下去我没精力做了，希望他们请人做也

要坚持下去。”

据悉，今年是杭州市农业局对西湖龙井群体种

种质资源补助措施的第六个年头，按照种植面积

600 斤每亩的补助规格，向茶农免费发放菜籽饼，

西湖景区预计发放菜籽饼共1100吨。

挖沟渠是力气活，花2000多元请人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