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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旺，常山县旺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常

山县油茶产业协会副会长，曾先后获得“常山三宝——油

茶产业标兵”“衢州市十佳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称号，

2021年入选全国木本油料“一线工匠”人才库。

社会民生 电话：5665678

Email：cscmjrcs@163.com

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版式：汪杰3

从“油”到“游”的情怀
衢报传媒集团记者 方利军

木龙榨、古风工坊……在常山县芳村
镇，58岁的黄志旺在经过多年努力后，创
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老油坊”，成了当地
闻名的“新地标”。

芳村镇是常山油茶种植大镇。近年
来，芳村镇以油茶种植加工为着力点，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黄志旺顺势而为，创办
现代农业公司，种植油茶新品种，创办榨
油作坊，打造油茶品牌，一步步实现着复
兴古法榨油技艺、发展油茶产业的梦想。

古镇又见“老油坊”
距常山县城21公里的芳村镇，青山环

绕、风貌古朴。黄志旺的油坊就坐落在入
镇口。油坊内，八台独木制成的木榨依次
排开，蔚为壮观。

记者去采访的当天，县里一所中学的
数百名学生到老油坊开展研学游活动。
榨油师傅徐东圩男站在木榨前，铆足劲，
把撞槌一遍一遍地撞向木楔，演示着非物
质文化遗产——山茶油传统榨油技艺。
近距离感受古法榨油的魅力，学生们报以
阵阵掌声。

“每一滴山茶油都来之不易。”深谙榨
油要领的黄志旺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古
法榨油要经过炒籽、碾末、熏蒸、包饼、装
榨、撞榨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讲究，靠
人工操作来完成。”

古法榨油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每
年10月以后，茶籽采收，是油坊一年中最
忙碌的季节。这个时节，榨油师傅每天早
上5点半就要到油坊上工，伴随着榨油坊
里传来铿锵有力的号子声，金黄色的山茶
油从木榨中缓缓流出，清香四溢。“榨油师
傅一天能拿到300元左右的收入。”黄志

旺说，最多时，油坊直接带动附近120多
位村民在这里就业。

古法榨油，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茶籽的
原香和营养成分。“外面机器榨的油和我
们的比不了。”在油坊内的产品展示区里，
黄志旺端起一桶山茶油向记者展示：“这
人工榨出的油每斤市场售价要比机器压
榨的高出十几元。”

黄志旺的油坊是由一家老轴承厂厂房
改建的。2019年，芳村镇抓住全省未来社
区建设试点的机遇，盘活老轴承厂闲置厂房
资源，打造“宋韵芳村油茶原乡”未来乡村会
客厅。去年9月底，黄志旺正式将油坊落户
于此。“有座油坊是我小时候的梦想。”闻着
茶油香长大的黄志旺圆了儿时的一个梦。

新建的油坊，集生产、展示、销售、研
学等功能于一体，成为展示芳村镇发展油
茶产业的一个窗口。

去年黄志旺的油坊生产茶油5.5万公
斤，实现产值690多万元。“这当中，有2万
多公斤茶油是代农户加工销售的。”为了
打响自家山茶油品牌，黄志旺申请了接地
气的“黄老汉”商标，以自己的头像剪影作
logo，推向市场，推动产品线上线下销售。

在以黄志旺为代表的一批榨油作坊的
带动下，芳村镇油茶产业发展渐入佳境。“现
在全镇茶油年产量达到了21万多公斤，产
值2600多万元。”芳村镇副镇长郑星星说。

走出一条融合新路
除了油坊，黄志旺还有油茶种植基

地。基地距离油坊不到10分钟车程。看
着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开始挂果，黄志旺心
里特别美。他说，这是大自然馈赠给他的
礼物。

早年，黄志旺办过粉煤厂和煤炭公
司，名下曾拥有7个小煤矿，挣得了人生

“第一桶金”，但他深知这个行业对环境破
坏大，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之路。“比挣钱
更重要的是赢得尊重。”2006年，黄志旺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停矿转产。在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察后，黄志旺把目光投向了油茶
种植业，他着手联系村镇流转林地。2010
年，2000多亩油茶林地流转到位后，黄志
旺一口气种下13万多株新品种油茶苗，昔
日的“煤老板”变成了“农场主”。

黄志旺转行种油茶，还有个想法是，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山茶油传统
榨油技艺，汇聚了千百年来劳动者的智
慧，“这门手艺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断了。”

这个心愿，在2013年黄志旺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后实现了。那一年，他带领芳
村村的两委干部遍访全县各个村镇，重金
聘请榨油师傅，办起了传统木榨油坊。此
举不仅让有传统榨油技艺的手艺人能够
重新靠本事吃饭，还实现了带领村民增收

致富，“村里家家户户有油茶，通过油坊加
工销售，多的村民一年有两三万元收入。”

这些年，黄志旺在山上种植油茶新品
种、开办榨油坊已经投入2000多万元。

“每年支付的人工费用需150万元，再加
上肥料、承包款等支出，还没有实现完全
盈利。”在黄志旺看来，坚守绝非易事，但
开弓没有回头箭。前年，他从村党支部书
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便一门心思扑在油
茶产业上，在继续做大做强油茶种植、加
工的同时，依托油茶基地，“发展中草药种
植，提升基地产出效益。”

今年，黄志旺又开始办油茶餐厅，开
民宿，并尝试在新流转的水田里发展稻鱼
共养。流转的百亩水田与油坊毗邻，“茶
籽饼发酵后可以拿去喂鱼，鱼养好了可以
吸引游客来观赏。”黄志旺眼中充满憧憬。

从种油茶到建油坊，再到办餐厅、开
民宿和稻田养鱼，黄志旺希望依托自身优
势，拉长产业链，以“油”带“游”，探索出一
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好路子。

编者按：6月26日，衢州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从“油”到“游”的情怀》一文，现将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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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东案乡万安村边
上 351 国道在建工地灰尘满天
飞。该投诉反映的位置为351国
道（常山段）项目万安梁场（桩号
K73+400-K73+500）平交道口位
置。投诉人反映时该路段正在进
行路基施工，路面扬尘较大。在
现场调查中，施工单位已落实洒
水降尘的方法除尘，设置洒水车
一辆，洒水频率为上午、下午各一
次，但因受施工路段各种来往车
辆较多、夏季高温等因素影响，该
路段洒水车每天两次的洒水频率
不能满足扬尘控制要求。

投诉人反映东案乡万安村旁
351国道有非法砂石加工点，有
扬尘。该投诉反映的位置处于
351国道（常山段）项目芳村溪一
号桥南侧桥头，施工单位中电建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
15日口头委托常山县亿鑫经营部
进行碎石加工，常山县亿鑫经营
部受委托后即决定在该位置建设
碎石加工点。2021年9月3日，
常山县亿鑫经营部在未经审批的
情况下，在该位置擅自建设碎石
生产点，开始碎石加工设备拼装，
9月5日完成设备主体拼装，9月
6日进行调试时产生扬尘污染。

整改验收完成情况

1.该问题整改情况：在接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施
工单位落实以下四项措施：一是立即落实道路路面保洁。
2021年9月6日，由施工单位组织人员、设备对平交口路
段路面尘土进行集中清扫，清理路面积尘，并落实每日定
期清扫。二是加密洒水车洒水频次。每日安排洒水车在
上午开工前半小时进行洒水降尘，并确保施工过程中每小
时洒水一次，同时结合高温等现场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频
次，保持道路路面湿润，有效控制现场扬尘。三是落实专
人负责制。落实6名专职清扫维护人员对该路段路面进
行日常巡查，发现扬尘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四是落实进
出场车辆冲洗措施。在集中场地等出入口安排人工高
压水枪对车辆进行冲洗，保持车辆清洁，不带泥上路。

2.该问题现状：2022年1月28日，351国道（常山
段）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施工现场已无产生扬尘
污染的外部因素。

1. 该问题整改情况：一是碎石加工设备拆除。
2021年9月7日，现场核查后，责令施工单位拆除该临
时碎石加工点，并于9月12日完成芳村溪1号桥桥头临
时碎石加工点违规碎石加工设备及材料全部清理。二
是整治全线扬尘问题，针对351国道建设全线扬尘环保
措施落实存在不到位情况的问题进行全线排查整治，施
工单位配备了7辆洒水车用于沿线洒水降尘，加密洒水
频次，保证路面湿润，有效控制现场扬尘。对于全线路
段裸土实现绿网全覆盖。三是细化工作专项部署。由项
目公司牵头，施工总承包单位针对环保工作于2021年9
月8日召开专项部署会议，细化环保工作具体要求。

2.该问题现状：一是2021年9月12日完成芳村溪1
号桥桥头临时碎石加工点违规碎石加工设备及材料全部
清理。二是2022年1月28日，351国道（常山段）项目顺
利通过交工验收，施工现场已无产生扬尘污染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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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经”】 挖掘老手艺中的文化内涵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茶油传统榨油技艺，源于百姓生产劳作，汇

聚着劳动者的智慧。在黄志旺等一批有心人的努力下，这一传统技艺被抢救性挖

掘传承，并与传统种植业、旅游新业态相融合，不但提升了传统种植业的附加值，极

大地提高了农民种植油茶的积极性，而且还丰富了当地乡村休闲旅游的业态内涵。

每一种传统老手艺的背后都有一份传统文化积淀，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

展，或淡出生活，或退出产业，但在当下的乡村仍然存在它们的影子。抢救性挖

掘、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是让传统老手艺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

重要路径。做好融合、整合文章，除了原汁原味传承，更要大胆尝试创新，给未

来乡村注入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