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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梅”景
万宁溪边村的“梅”好“钱”景

南国都市报2月4日讯（记者 余育
桑 文/图）青峰翠岭，茶香四溢。春节期

间，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的“和茹手工

茶坊”热闹非凡，前来品尝和购买茶叶的

游客络绎不绝。

毛纳村盛产五指山大叶茶，因茶闻

名。王菊茹经营的茶坊在手工茶有着深

厚的造诣，让她在村子里小有名气。来

到毛纳村的游客，不管是初次探访，还是

故地重游，都绕不开那盏琥珀色的茶汤。

“来试试我们自家种的茶叶，是五指

山的特产。”茶坊里放着喜庆的贺岁歌

曲，王菊茹冲泡茶叶，热情地邀请每一位

到茶坊参观的游客品尝。游客接过茶杯

后，鼻子轻轻凑近，“这茶叶还真不错，香

气十足，买两包当手信带回去。”游客品

尝后赞不绝口。

王菊茹告诉记者，为了能在春节后

采摘鲜嫩的茶青制作春茶，她和丈夫王

柏和，拿着修剪工具早早就去茶园修剪

枝条，清除杂草。

“现在村子的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

都在家门口做起生意，吃上旅游饭了。”

王菊茹说，在家门口一边卖茶叶，一边陪

伴家人，既能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品尝到

自家茶园里的茶叶，又能享受与家人团

聚的温馨时光，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回想上个世纪90年代，王菊茹为了

生计，用竹篓背着茶青，在还是土路的南

水路上步行30公里到通什镇和南圣镇售

卖。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程，脚上

都是泥泞，心里全是担忧。

随着五指山大叶茶产业的发展，以

及王菊茹一家坚持种茶，积累了不少熟

客，收入增

加，日子也逐

渐好转。

“以前都是我们

上门推销，现在顾客买茶

都是打电话让我们寄快递送到家

了。”王菊茹说，现在，她不用背着竹篓挨

家挨户推销，茶叶也不愁卖了。

“现在茶叶的需求越来越旺，茶坊的

茶叶产量开始有些跟不上了，政府支持

新盖了一间茶坊。”王菊茹说，之前的茶

坊受设备限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2023

年，政府出资在她

家新建一间茶坊。

“一楼是烘干、杀青、揉捻，二楼是发

酵和储存。”王菊茹一边向记者介绍着新

茶坊，一边检查茶坊里的设备。

“新茶坊产量比老茶坊多好几倍，到

时我们会以合作社的方式运营，带动水

满乡的茶农增收致富。”王菊茹说。

南国都市报2月4讯（记者 张宏波
通讯员 谭婕 张冰鑫）今年春节，是三亚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亚龙湾派出所民警王

宁福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班岗。虽然临近

退休，但他依然干劲十足。他主动请缨，

放弃调休，加入了春节值守。

王宁福是吉阳分局亚龙湾派出所的

一名社区民警，兼任博后村委会副书记，

村民亲切地称他为福哥。扎根村居的日

子里，福哥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

行家里手，无论是巡逻走访、反诈宣传，

还是消防安全检查、邻里纠纷调解，他都

游刃有余。他的身影总是忙碌在村里的

每个角落，他的声音总是回荡在人民群

众的耳边。

1月29日，正月初一，当家家户户都

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时，福哥早早就开

始忙碌了。他来到村里的孤寡老人家

中，帮他们收拾院子、询问近况，还送上

生活用品。老人们紧紧握着王宁福的

手说：“你这么忙，还不忘来看看我们。”

“玫瑰花海怎么走？”“没带身份证怎

么进去？”“停车场在哪里？”春节假期，王

宁福每天都要面对游客们的各种求助和

咨询，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他的景区

“活地图”，为游客指引路线。在他的努力

下，一个个看似琐碎的问题都被妥善解

决，游客们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

此外，福哥还利用景区人流聚集的

时刻开展反诈宣传。他一边巡逻一边发

放反诈宣传册：“骗子可不过年，节假日

正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我们千万不能

放松警惕。”他就像一位老朋友贴心叮

嘱，让游客们倍感舒心。

夜渐深，福哥坐在回所的警车上，看

着窗外不断向身后闪过的万家灯火，百

感交集。每当想到即将离开为之奋斗多

年的工作岗位，满怀不舍。36年的警营

生涯，他的双脚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

地上。谈起新一年的期盼时，他笑得格

外灿烂：“在岗一天就要尽责一天。群众

平安、家人平安就是我最大的期盼。”

南国都市报2月4讯（记者张野）
“这里的三角梅品种好多、好美！”“这

个位置最漂亮，快来帮我拍个照。”正

月初一，万宁万城镇联星村委会溪边

村三角梅花会，游人们漫步花道、赏书

画、品咖啡、吃特色美食，在春节假期

享受乡村旅游休闲时光。

当天，万宁溪边种养专业合作社

的三角梅花会现场，一大片种类各异

的三角梅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将整个

村庄点缀得如诗如画。会场道路一侧

陈列众多书法作品，将花展与书法文

化融合，游客在赏花的同时，感受到溪

边村的文化底蕴和乡村魅力。

溪边三角梅花会已成功举办九

届，这是溪边村积极发展三角梅产业，

让“梅”景更美，推动农旅融合发展，铺

就乡村振兴好“钱”景的生动写照。

“这几年来，花会接待客流量从刚

开始的日均几百人增加到最高五六千

人，我们打心眼里高兴。”万宁溪边种

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文盛飞介绍，12

年前，他回乡创业，联动本村农户成立

合作社，主要是种养、售卖三角梅，同

时探索打造三角梅花会，推动乡村旅

游，扩宽三角梅产业发展路子。

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溪边村还以

“红色文化、乡土文化、耕读文化、时尚

文化”等四项内容为主题，统筹累计投

资800万元，建成了溪边客厅、溪边书

屋、溪边（海南）民俗博物馆、乡村振兴

舞台、咖啡课堂等休闲文化活动场所，

形成“花海书香、桃源溪边”乡村旅游资

源，助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我在合作社的三角梅基地工作

已经有10年，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看着我们的乡村从破旧的模样变成

如今繁花似锦、干净整洁的村庄，离

我想象中的乡村振兴新农村越来越

近了。”2015年在外从事旅游行业的

文明雄回到家乡发展，从合作社的员

工成长为合作社的股东。

目前，该合作社的三角梅种植基

地面积有90亩，培育60余个品种的三

角梅，年产量达10万株，年销售额可

达百万元，提供长期就业岗位10余

个，可创造百余个临时就业岗位，带

动溪边村及附近村庄闲散劳动力就

业，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还将继续以三角梅为依

托，全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打造具

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为万宁

市全域旅游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文盛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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