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行茶树从山脚蔓延到山顶，层层叠叠深入
云雾之中，放眼望去，皆是绿意……

广德市新杭镇金鸡笼村，就在这碧绿的万亩
茶园中。

这个2018年村集体经济为“0”的落后村，如
今已是长三角数字茶园“第一村”，今年村集体经
济有望突破200万元。

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金鸡笼村唱响了一曲
“凤凰传奇”。

这一曲“凤凰传奇”，还要从四年前说起。
当年的金鸡笼村，可不是像今天这样闪着

金光。
在新杭镇党委副书记袁雪涛记忆中，那时，

这个村被挂号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村“两
委”班子年龄老化、工作积极性不高，村集体没有
收入，各项工作都靠后。

镇党委“对症下药”定措施，要改变金鸡笼
村的面貌，首要的是加强村班子，选准选好“领
头雁”。

在外经商的杨广奇进入镇党委的视野。他
年富力强，2017年刚满36岁，是土生土长的金鸡
笼村人，在部队历练过，又有成功创业的经历。

杨广奇自己也愿意。“虽说在南京的企业很
红火，可还是想为家乡做点事。”他的想法很朴
素，自己富不算本事，带着乡亲奔上致富路才算
成就。

回到村里，这个新上任的村党总支书记摸熟
了情况，和镇党委想到了一起，村级基层党组织
必须成为群众的“主心骨”，有个好班子，才能跑
得快。

2018年换届后，金鸡笼村“两委”成员平均
年龄只有29岁，成为广德市最年轻的村班子。

青春力量，为金鸡笼村注入了青春活力。
年轻的村“两委”攒足了劲，先从美丽乡村环

境整治干起。“村干部带头成立‘党员先锋队’，率
先拆除自己或直系亲属的危旧房、违章房，无偿
提供土地用于村庄建设。”杨广奇说，村干部带好
头，全村都动起来了！村民们共无偿出让了396
亩土地，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再从道路建设发力。2017年底，一条13公
里的水泥路一直通到茶山顶端。这条民心路，也
是兴旺路，解决了茶叶运输难的问题，让全村茶
叶运输成本直接减少了210万元。

新班子，新战力。村“两委”整合项目资金，
把原来村里只有2米宽的河道扩宽成20米宽，
建设桥梁2座、滚水坝4座，一举解决了困扰几
十年的水患问题。党员组成志愿小分队，对
6300米长河道进行清淤，昔日臭水沟变成水清
岸绿风景线。

堡垒强，旗帜扬，党总支的号召力强了！在
大伙的支持下，完成了10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
中心改造，建成了100平方米的村级党史馆……
党总支的凝聚力强了！大伙踊跃递交入党申请
书：“我也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为村里发展出
力、为服务群众发光发热。”

金鸡一唱，凤凰于飞。2021年，这个曾经的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一跃成为“安徽省五好
村党总支标兵”。

村班子强了，村基础牢了，村环境美了，金鸡
笼村党总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村集体经济
壮起来、村民富起来。

在赴毗邻的浙江考察和学习后，村里拍
板：让万亩茶山成为乡村振兴、群众致富的金山。

他们动足了脑筋，创新打造“党总支＋群
众＋合作社”茶产业联合体，成立广德金益农茶
叶合作社，通过“共同参与、共同经营、共同分红”
的模式，统一茶叶种植和经营。

村总支委员王全福介绍，有茶山的村民，跟
着合作社统一种植白茶、黄金芽、奶白茶等品
种。采茶季，村集体统一帮助、组织村民采摘鲜
叶。村里的党员、乡贤及在外的企业家帮助销售
茶叶。而没有茶山的村民，则以现金入股的方
式，参与合作社经营，定期享受分红。

“一亩茶叶等于十亩田，亩均收益超过8000
元！”村民李俊成很开心，跟着合作社种植新品种
茶叶，安心、放心，只要按照统一标准把自家茶园
管好就行了，补肥、茶园管理、茶叶加工都有合作
社上门指导，每年还有分红到账，“我们金鸡笼可
真有了金饭碗！”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从这座金山获得实惠，村
党总支想尽了办法。

村民反映采摘的鲜叶存放和运输时间长，
卖不上价。村里积极争取资金，在村口修建了
茶叶交易中心，吸引外地茶商直接到家门口交
易茶叶。

这些年，还建设了2处茶叶加工厂、2座冷
库，方便村民统一加工、储存；和广德农商行合作
成立“党建红色联盟”，对该村创业青年、党员等
群体提供1000万元授信额度……

金山上，万亩茶园里黄茶、白茶、奶白茶，茶
香四溢；

金山下，全村鲜茶叶产量近800吨，单日交
易量突破600万元，总产值超1.5亿元。

“金鸡”出笼，“金凤”振翅。2021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高达72.3万元，今年预计突破200
万元。

今天的金鸡笼村，没有满足于茶山成金山，
而是继续探索茶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用广德市委常委、新杭镇党委书记马亮的话
说：在村容提颜值、茶旅提档次上探新路，步子
再快一点，金鸡跳得更高；路子再宽一点，金凤
飞得更远。

金鸡走上金光大道。十里茶谷，万亩茶园，
正在打造十里风光，万亩景区。

在镇里的支持下，村里精心改造茶山的湖
河水系、路面设施，精心设计各种草坪灯、景
观灯、庭院灯，完善骑行道、游步道、观景台，
高质量建设了一批休闲公园和精致的庭院景
观小品。

为留下游客，村里成立九斗湖旅游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 400 万元建成“九斗川雲
居”民宿。游客张一凡告诉记者，夜晚这里的
灯光秀很吸引人，“白天看茶园风光，晚上看
五彩风景。”

“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互动”的格局初
显，已吸引游客已超3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350
万元。

茶山变身“打卡地”，茶旅融合风景新。眼
下，今年金鸡笼村又绘出新的蓝图——

以“皖南星7天·茶韵金鸡笼”为特色，建设
茶文化产业园；以九斗湖水库为核心，发展饮用
水加工及清水养殖产业；利用3000亩良田建设
规模化生态采摘园，打造多样式经济作物种植基
地；充分利用闲置山场及河道，拓宽农业旅游项
目，打造休闲体验式基地，最终形成集种植业、农
产品深加工、服务和旅游业为一体的新农村时代
文化产业链，力争“十四五”末实现村集体经济超
1000万元……

金光大道上，金鸡笼村的《凤凰传奇》越唱
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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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笼村的“凤凰传奇”
安徽省第十二批省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
安徽省五好村党总支标兵
宣城市文明村镇
宣城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金鸡笼村党总支书记杨广奇：

关键在配好村班子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金鸡笼村集
体经济发展情况？

杨广奇：近年来，金鸡笼村始终把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先手炮”和“主动
仗”，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立足特色资
源，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的发展之路。2018
年金鸡笼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为“0”，去年底
金鸡笼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已高达72.3万
元。今年村集体经济有望突破200万元。

记者：您认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
哪里？

杨广奇：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人，在于
配好村班子。没有强的“领头雁”，没有强
的村班子，没有靠得住、顶得上的好党员，
村集体经济强不起来，村民富不起来。

我本人有切身体会，从部队退伍后在
南京创办企业，再回到家乡投身乡村振
兴，我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头等大事。选
出能干事、负责任的村干部，培养品质好、
素质优的年轻党员，大家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摘掉了“软弱
涣散村”的帽子，跻身“头雁村”的行列。

正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奋斗，赢得了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现在我们村像一个大家庭，
大家的事大家干，拧成一股绳、一起向前奔。

记者：您获得了安徽省“皖美村支书”
的荣誉，对于金鸡笼村下一步发展，有什
么样的期待？

杨广奇：我最迫切的期待是有更多的
年轻人回到基层，把新思想、新理念、新科
技带回家乡，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家乡这片
热土，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崭新活力。有
年轻人，乡村振兴才有后劲、有动能。

期望上级能出台更多针对性强的优
惠政策，吸引优秀年轻干部、专业人才流
向农村、扎根农村、发展农村，在实现共同
富裕的大舞台上施展才干。

长三角数字茶园
“第一村”

打开屏幕，就能实时察看茶叶的生长
情况；鼠标一点，就能自动给茶叶浇水施
肥；科技设备自动收集气温、降水、二氧化
碳、光合有效辐射等气象要素……

原先一块茶园需要十多个人同时管
理，如今在金鸡笼村只需要一个人就能统
统搞定。“2018年起，我们村大力开展万亩
数字茶园建设，让茶叶种植从‘会种茶’迈
向‘慧种茶’，让传统农业模式迈向现代化
数字农业模式。”该村党总支书记杨广奇
介绍，因为数字茶园面积在整个华东地区
体量最大，所以目前该村也被誉为长三角
数字茶园“第一村”。

数字茶园和普通茶园到底有什么区
别？记者在该村茶山上看到，处处可见高
清视频摄像头、水肥一体自动喷灌系统、病
虫害监测系统，绿色茶山满满的科技感。

“过去，种茶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茶树全靠村民自己的经验来管理，
耗时又耗力。一块茶园的日常浇水、施
肥、测温、测湿等工作至少需要好几个人
同时工作才能完成。”杨广奇解释，水肥一
体自动喷灌系统，让水源、肥料能够非常
精准地进入到每一棵作物根部。现场声
控视频教学培训采摘系统，能远程指导采
茶工严格按照“一芽一叶”的标准进行采
摘。水文天气系统，能对灾害天气如干
旱、洪涝、低温、霜冻等做出及时预警，减
少恶劣天气对农作物的影响。去年，上新
的土壤改良数据系统，能将茶园土壤中的
氮磷钾全部采集到大数据平台。

简单来说，茶园装上科技系统后，茶
叶该不该浇水、施肥、打药，温度、湿度、光
照如何按需供给，都能依靠智能控制系统
精确把关，让茶树生长环境始终保持在最
佳状态，提高茶叶品质。

“起初，跟随合作社种植茶叶，我没信
心，怕没技术种不出来。但是没想到在数
字茶园里种植茶叶，根本不用操心。”村民
汪层文说，茶园的数字设备使茶园实现了
自动化管理，减少了生产管理成本，还能
让大家及时准确地掌握用肥、用药时间和
量，大幅提高了茶树的生产价值。除了采
摘茶叶需要人亲自动手，其他的流程基本
都有“智慧农业”帮大伙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茶园还新建
了溯源系统。消费者购买茶叶后，只需要
扫描包装上二维码，就能清晰地看到茶叶
种植、加工、储运等全过程。“‘一物一码’
既倒逼我们企业提升茶叶品质，又能让消
费者更加放心，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实现
了茶农、茶企和消费者的三方共赢。”

■本报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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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笼村位于三省交界的广德市新杭
镇西部，面积18.7平方公里，辖17个村民
组，常住人口2400余人。

近年来，该村以发展茶产业为抓手，打
造智慧茶园，带动200户村民种植茶叶近
万亩，是广德市面积最大的茶叶集中种植
基地和长三角地区面积最大的智慧茶园，
被誉为长三角数字茶园“第一村”。依靠种
植茶叶，4年时间里，该村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从“0”到200万元的突破。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热烈庆祝
建党101周年，中共宣城市委组织部与宣城
日报社联合推出大型主题策划“强村行”。

报道组行进青山绿水，深入田间地
头，走进农家小院……用一篇篇“沾泥土、
冒热气、带露珠”的报道，触摸乡村振兴强
劲的脉动，感知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强音，
倾听基层干部群众的心声，铺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乡村新画卷。

今天推出“强村行”第一期“金鸡笼村
的‘凤凰传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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