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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县有着“凤凰城”的美誉，这里地
势平坦，沃野千里，既是古丝绸之路北道重镇，
也守护着乌鲁木齐的“西大门”。

2020年5月，在玛纳斯县的一片枸杞林
里，一位身材瘦小的女子正在忙碌着，她戴着
遮阳帽，背着背篓，仔细地采摘着枸杞芽。她
就是福建省三明市派往昌吉州玛纳斯县的农
技干部、高级农艺师和果茶专家廖劲萍。

“黑妹子”的执着

5月的玛纳斯县慢慢从冬季的荒凉中复
苏，树林中、原野上，草木在吐翠抽枝，牛羊在
白云下漫步。玛纳斯县除了盛产葡萄以外，
还种有上万亩的枸杞。近年来，玛纳斯县围
绕枸杞产业大力发展和培育“红色产业链”，
枸杞已成为当地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枸杞长出的嫩苗又称枸杞头或枸杞芽，
略带苦味，后味微甜，有清火明目的功效，民
间常用来治疗阴虚内热、咽干喉痛、肝火上扬、
头晕目糊、低热等疾病。《食疗本草》中记载枸
杞头有坚筋耐老、除风、补益筋骨和去虚劳等
作用。得知玛纳斯县种植枸杞，廖劲萍有了
新的灵感，有着多年制茶经验的她想用新疆
的原材料，做适合新疆人的茶。

这个念头不是只有廖劲萍才有，时任玛
纳斯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侯新杰也有类似的想
法，但枸杞芽茶的苦涩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他。
当侯新杰向福建援疆三明分指咨询解决方案
时，三明分指立刻推荐了廖劲萍，希望她能配
合县农业农村局开展玛纳斯县枸杞芽茶制作
工艺研究，改进枸杞芽茶制作工艺。

接到任务后，廖劲萍立即投入到实地调
查、采摘原料、试验制茶等工作中。她暗自给
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将所学知识融入新疆
热土，探索出一些符合新疆实际的新技术、新
模式，推进养生枸杞芽茶产业发展，助力当地
群众增收。

由于枸杞种植广泛分布在玛纳斯县各地，
路途遥远，所以廖劲萍经常是匆匆忙忙地吃

完早饭就出门，前往一百五十多公里外的枸杞
栽培基地，过了晚饭时间后才回到指挥部。饭
后她还要及时加工这些芽叶。夏季的新疆气候
炎热，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时间长了，廖劲萍
的手和脸被日头晒黑，援友们风趣地叫她“黑妹
子”，简单的一句调侃，有心疼，也有敬佩。

枸杞芽茶香 浓浓援疆情

为了让枸杞芽茶能成功脱涩，廖劲萍在试
验过程中一步步操作着，一点点判断着，她看着
这些嫩芽，精心把控和记录着每道工序的最佳
时间，分时段闻着枸杞芽的香味，判断着杀青的
最佳时间，感受揉捻和发酵的程度，记录烘焙的
时间与次数……经过反复的失败和探索，她终
于找到了枸杞芽茶充满苦涩味的原因和解决办
法：适当增加揉捻这道程序之后的发酵时间，枸
杞芽茶的涩感就没有了，而且口感芳香浓郁，还
带有一丝甜味。

为进一步推广这项养生枸杞芽茶制作工艺
并打开市场，在三明分指的统筹安排下，廖劲萍
开办了培训班，将枸杞芽茶的制作工艺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种植户，圆满完成了重托。她深情
地说：“愿这枸杞芽茶的香味，带着我们浓浓的
援疆情，飘满这美丽的原野。”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2020年9月24日，在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
的援疆任务后，廖劲萍回到家乡，却仍一直念念
不忘着新疆玛纳斯县的枸杞芽茶，希望利用福
建先进的制茶机械进一步完善枸杞芽茶制作工
艺，为玛纳斯县发展枸杞芽茶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继续出力。

今年年初，廖劲萍再次主动申请援疆，希望
继续探索研究，推进“援疆茶”产业化、系列化发
展。很快，她的申请得到了组织的大力支持。
4月18日，廖劲萍回来了，再次踏上新疆大地，
她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制作各类茶。

这一次，她扩大了试验用料的范围：榆钱、
荆棘花、苹果叶、沙枣叶、沙棘叶……这些形态

各异的原料，经过廖劲萍的精心制作，华丽变
身为功效独特的茶叶。目前，廖劲萍研制的
桑叶红茶、沙棘叶红茶、枸杞芽养生茶等已经
小量上市，销往北京、上海、南京等地。

“这是我们最新研制的新疆野生沙棘叶
红茶和沙枣叶红茶，富含多种有益健康的活
性元素。”7月16日，廖劲萍向前来考察的福
建商会客商和茶博士们展示她的“援疆茶”。

“茶汤橙红透亮，滋味清香带甜，口感纯正、
淡雅，适合各类人群饮用。”品尝过后，福建
商会客商和茶博士们对“援疆茶”给予高度
评价。

10月19日，廖劲萍第二次援疆期满返乡
了。这些在廖劲萍手中精心筛选、严把工艺、
精心制作的系列养生茶，不仅丰富了新疆养
生茶的种类，也给新疆的茶文化增添新的色
彩，当地群众亲切地叫它“援疆茶”。廖劲萍
返乡后，新疆玛禾生态农庄有限责任公司特
邀她加入该公司的产品开发研究所，并帮助
制定“援疆茶”标准、申请“援疆茶”技术发明
专利。通过廖劲萍的大力推广，“援疆茶”还
得到了福建省农业厅专家的认可，计划明年
大力推广。对廖劲萍来说，她眷恋的是玛纳
斯这片美丽的土地和象征着闽昌情深的“援
疆茶”。

援疆心语：

两次援疆，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洒
过汗水的热土，我始终都放不下这里的“援疆
茶”，放不下这里淳朴勤劳的人们，放不下玛
纳斯的山山水水。用激情与理想去追梦，用
奋斗与奉献去圆梦，是幸运和幸福的。我很
开心拥有过两次这样的幸运与幸福，我也热
切地希望还有第三次、第四次，我愿用心、用
情、用力为美丽的玛纳斯县拼搏，为山海交融
增添光彩，把我人生中浓重的笔墨，写在大美
新疆的土地上。

（廖劲萍）
来源：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

近日，吉木萨尔县中医医
院援疆专家人才工作室授牌暨

“师带徒”拜师仪式在该院住院
部多功能厅举行。此次活动旨
在充分发挥厦门援疆专家作
用，着力提升医院在职专业技
术骨干及专科带头人的能力，
努力打造一支素质较高、梯队
合理的医疗人才队伍。

活动现场，吉木萨尔县中
医医院院长季旭东分别为郑东
阳外一科（消化内镜）人才工作
室、刘瑞仁外二科（骨伤科）人
才工作室、蒋金鑫内一科（心内
科）人才工作室、姚冬针灸科人
才工作室、林巧燕急诊医学部
人才工作室、余肇康康复科人
才工作室挂牌。厦门援疆专家
人才工作室的成立，将带动福
建援疆医生所在科室与其他科
室间的技术交流，带动专家门
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
讲座等医疗活动质量的提升，
促进该院在专科发展、专科带
头人培养及教学科研等方面取
得新进展。

在随后举行的“师带徒”拜
师仪式中，厦门援疆医生与吉
木萨尔县中医医院 18 名年轻
医生分别结成师徒关系。据
悉，“师带徒”活动主要通过

“1+X”、“师傅带徒弟”等方式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采取个
别指导、研讨交流、集中培训、
技术示范、课题研究、难题攻关
等方式开展，援疆医生每人选
择培养1—3名该院医生，通过
持续带教，力争为该院培养一
支优秀的医生人才队伍。

厦门援疆医生领队郑东
阳说：“经过一批批厦门援疆
医生的努力，吉木萨尔县中医
医院的医疗水平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接下来，厦门援疆医
生将继续发挥‘组团式’医疗
援疆作用，积极发挥个人专
长，带好徒弟，利用自身专业
优势，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
为吉木萨尔县中医医院学科
建设贡献力量。”

吉木萨尔县针灸科医生
姚才明说：“能以师徒结对的
形式向厦门援疆医生学习，我
感到非常荣幸。有这样的学
习机会，对我们来说非常难
得。”

近年来，通过厦门援疆“接
力棒式”项目援建，以及在8批
厦门援疆医疗专家“组团式”智
力帮扶下，吉木萨尔县中医医
院已发展成为深受当地百姓信
任的二甲医院。福建援疆厦门
分指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门援
疆分指将继续做好对吉木萨尔
县中医医院的援建工作，积极
发挥厦门援疆医疗专业技术人
才作用，做好医疗人才“传帮
带”工作，努力为当地留下一支
永不走的人才队伍。

来源：福建援疆厦门分指
挥部

“这可咋办，这可咋办？”近日，在木垒县漳
州现代农业示范园内，管理员老史一大早来到
大棚里，焦灼地走来走去，他手里攥着手机不
停地嘟囔着。原来他昨晚看到天气预报，得知
木垒县气温骤降，将有大雪，而普通大棚里正
培育着100多株从福建带来的南靖丹桂、福鼎
大毫，遇到这样的天气，茶苗不知能否成功越
冬，而此前老史并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验。

自去年4月份入疆以来，福建援疆漳州
分指一直关注木垒农业的发展情况，总想着
把家乡的农作物移栽木垒，几经论证后，最终
决定在木垒试种茶树。今年3月和4月，农业
援疆专家两次托人把500株茶苗从南靖县辗
转送到木垒县漳州现代农业示范园。经过
8个月的栽培管护，有100株茶苗克服本地较
强的碱性土壤和碱性水的影响，顺利成活，茁
壮成长。

如果此批茶苗能在普通大棚内越冬，明
年漳州分指将积极建议对茶树种植有兴趣的
民宿业主、种植大户或文旅企业进行培训，在
保证越冬的场地（庭院）中发展“庭院茶经济”，
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自家庭院
种植出来的好茶。

“喂，是老史吗，我是文超啊！”就在老史
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及时打来，话筒另一
边是刚刚回福建漳州的短期农业专业技术人
才韩文超。在木垒期间，他和老史一起呵护

这些小茶苗，这期间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韩文超在得知木垒降温的消息后，马上就致电
老史，教他如何在气温骤降的情况下培育这些
小茶苗。电话那边老韩放慢语速，尽量把普通
话说的更标准，他生怕老史因听不清楚而影响
了茶苗的质量。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虽然已结束
援疆工作返回福建，但这份援疆情已深深地
烙在韩文超心里，直至回去时，他还带着指挥
部交待的任务——虽然人走了，但是“茶”不
能凉，要把南茶北种的事情做到底。

来源：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

木垒县漳州现代农业示范园茶叶种植大棚。 图片由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提供

挂牌！拜师！

厦门组团式医疗

援疆再发力

让援疆茶的清香飘满人生路

木垒县种上了福建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