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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镇位于大足区东端，坐落于
两山峡谷之间，属巴岳山脉深处，峰峦
秀丽、林木葱茏。距城区 38公里，属
条行低山区，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地带，
土质肥沃，境内有藏量丰富的矿产资
源，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高达 61%，
野生动物植物丰富，夏无酷暑、冬无严
寒、宜居、宜游。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赋予这片土地双重馈赠，富硒富锶土
壤孕育出的生态茶园，与喀斯特地貌
下形成的独特小气候，共同编织出乡
村振兴新篇章。

古龙茶历史悠久、久负盛名。在
北宋时期，巴岳山即产名茶，因其产在
涪江以南，故名水南茶，与广汉“赵
坡”、峨眉“白芽”、雅安“蒙顶”为蜀茶
四大珍品，在明朝永乐年间被定为“贡
茶”，供皇帝和皇宫大臣饮用。《蜀中广
记》有记载：“水南茶色白甘腴，叶嫩香
高，甲于巴蜀”，这种生长在喀斯特地
貌独特小气候中的茶树，叶片裹挟着
巴岳山的云雾精华，造就了“入口清冽
回甘，喉韵绵长悠远”的独特口感。一
缕茶香随“小川东”茶马古道飘向中
原，运往全国各地，一时间声名鹊起，
就这样，古龙茶便开启了它跨越时空
的使命。

绝境重生的涅槃之路

1974年，古龙开始垦荒规模化种植
茶树，开辟茶园。70年代后期，当时的
镇办企业——古龙制茶厂红极一时，该
茶厂成功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红茶技术，

其产品不仅畅销周边市场还远销英、美
等国。后来，因为出口受阻、红茶市场
萎缩、管理体制出现弊端、技术更新缓
慢等原因，古龙茶产业一落千丈，许多
茶园都荒废了，全镇可采茶林面积最少
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00亩，古龙制茶
厂也濒临倒闭，辉煌一时的古龙茶产业
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就在古龙茶产业陷入绝境之际，
一个身影站了出来——陈广林。在旁
人眼中，接手这个烂摊子无疑是接了
个“烫手山芋”，几乎看不到翻盘的希
望。然而，陈广林心中却燃烧着一份
难以割舍的情愫——“我放不下啊，”
他坦言，“这片土地上的茶香，这门世
代相传的手艺，它早已刻进了骨子
里。”这份深沉的热爱，让他选择了与
看似注定的失败背水一战。前路荆棘
遍布，每一个难题都像一座大山横亘
眼前，陈广林深知，仅凭一腔热血远远
不够。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破
局之钥”——人才与技术。于是，一场
关于技艺的“涅槃”悄然启动。他倾尽
心力，采取“送出去”加“请进来”的双
轨模式。一方面，他亲自挑选有潜力
的青年技工，将他们送往重庆茶叶研
究所，如同输送“火种”，去学习最前沿
的制茶理念和工艺；另一方面，他不惜
重金诚邀西南农业大学的资深专家跋
涉而来，深入古龙的茶园车间，手把手
地传授技艺，诊断顽疾。多少个日夜，
简陋的厂房里灯火通明，他与工人们
一起围在专家身旁，钻研萎凋、揉捻、
发酵、干燥的每一个细微环节，汗水浸
透衣衫，目光却愈发坚定。他们不是
在简单地恢复生产，而是在废墟之上，
用匠心和执着，一点点重塑古龙茶的

魂魄与筋骨。
在陈广林的带领下，古龙茶产业

如同蛰伏的春蚕，历经蜕变，终于破茧
而出。2006年，“大足龙芽”“大足松
茗”“古龙毛峰”“古龙珍美”“古龙春
露”等 5个品牌成功通过国家绿色食
品认证，其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自
2007年以来，陈广林的企业也连续成
为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古龙
牌”系列茶产品先后获得三峡杯优质
名茶、甘露杯优质名茶、市级名牌农产
品等称号。在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
物质文化遗产节非遗斗茶大赛中，重
庆市大足区古龙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斩
获非遗斗茶大赛绿茶组和红茶组两项
金奖。

古龙镇全镇现有茶园4500余亩，
分布于26个板块，可采茶山面积2500
余亩；拥有茶叶生产加工企业2家，年
产鲜叶300余吨、成品茶60余吨，产值
3600万元，茶叶年产量占全区的80%，
形成了“大足龙芽”“石都茗芽”“大足
松茗”“石都松茗”等11个知名品牌。

茶旅融合的禅意生活

近年来，古龙茶产业乘文旅经济发
展东风，大力发展“茶+”文旅业态，实现
以茶文化为核心、以文旅为手段、以市
场为动力、以产品为载体的茶文旅融合
发展。古龙茶产业多点发力推动茶产
业与旅游经济有机结合：以茶事活动为
契机，围绕重要涉茶节点，推出一批茶
事活动，开发茶园观光、茶文化特色体
验、茶文化研学活动等茶文旅产品，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在沉浸式体
验中传承茶文化；举办茶文化旅游节，
开设特色农产品、茶产品展销台，丰富
旅游体验和旅游业态；茶企参加茶博
会、斗茶大赛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古龙
茶的知晓度和美誉度，促进茶叶商贸发
展和茶文化交流；茶企与科研院所合作
研发茶衍生品，推出茶花沐浴皂、茶面
膜、茶多酚牙膏、茶籽油润唇膏等特色
文创产品，增加产业附加值，延伸产业
链；茶农研制各类茶食，推出茶叶粑粑、
红茶菌菇鸡汤、茶叶酒、手工茶叶皮蛋

等茶主题特色餐饮，让游客以茶会友，
体验“茶海飘香，禅意生活”的美好意
境。古龙依托茶业资源，探索“茶旅+”
产业发展模式，深度融合发展茶文旅经
济，以茶文化赋能文旅场景，打造茶文
旅综合体，走出一条茶韵悠长的创新融
合发展之路。

兴农之路的新锐力量

除了茶产品，羊肚菌特色产业也
是古龙镇党委政府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路上的一颗“新星”。镇党委政府立足
实际，前往市级农业示范园区考察学
习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经验，通过实地
调研发现古龙的小盆地气候非常适宜
羊肚菌的生长，精准引进附加值高、产
量大、市场紧俏、发展前景广阔的羊肚
菌种植项目。古龙忠义村产业合作社
与成都市凯顺菌业有限公司达成了协
议，签下了首批 5亩羊肚菌试验种植
基地项目合同。今年，长势喜人的羊
肚菌也不负众望，在 3月迎来了采摘
旺季，每天最多可收获 150多斤羊肚
菌，销售额多时可达 1万元左右。试
种的首季采摘，羊肚菌的总产量约
1500斤，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10万元，
同时，采摘期村民可在家门口务工，通
过采摘羊肚菌每天可获得可观的 80
元收入，月收入增加 2000多元，部分
村民去年至今年在基地务工收入也达
到了 2万多元。引进种植羊肚菌，实
现了村民增收致富和村集体经济向上
向好发展，小小菌伞撑起了乡村振兴
的“致富伞”。在深耕茶产业的同时，
古龙镇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多元发展路
径，大棚内火龙果与西瓜接力生长；耕
地上玉米与油菜轮作生金，春赏菜花
秋收粮，使土地综合效益大大提升，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心剂。

古龙，这座镶嵌在巴岳山褶皱里
的特色小镇，正以茶为媒、以农为笔，
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壮丽诗
篇。这些特色农业产业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让“世界锶都”与“禅茶之
乡”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在青山绿水
间绽放出璀璨光芒。

茶乡古龙 描绘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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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镇全景。

古龙矿坑。

茶山。

乡村风貌。

忠义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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