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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 思 罗 希
实习生 彭 新

就 读 于 武 汉 大 学 的 俞 帆 今 年 大 四 。

最近，还在实习的他正在为毕业后的住处

发愁。他在网上搜集了租房注意事项，并

向租过房的朋友取经，还加入了学长推荐

的租房群，花了三周时间，仍未找到合适

的房子。

提起租房，即将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

学的孟璐瑶有一肚子的苦水。今年 5 月，

刚收到实习录用函的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 实 习 租 房 ” 便 成 了 横 在 眼 前 的 一 道 坎

儿 。 在 她 看 来 ， 有 时 候 租 房 好 比 “ 开 盲

盒 ”，“ 一 些 线 上 租 房 平 台 上 的 图 都 是 假

的，到了实地才发现天差地别。”

每年毕业季，大批学子走出校门开启

新 的 生 活 ， 租 房 是 不 少 人 必 须 面 对 的 课

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在校大学生参与

实习、考研、求职过程中也出现了租房诉

求。在新浪微博以“大学生租房”“毕业

租房”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话题达数

十个，阅读量突破数亿次。在豆瓣、知乎

等平台也有不少大学生留下帖子“求大学

生租房经验”“大家能给刚毕业的大学生

租房一些建议吗”，以此来寻求帮助。

基于此，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

国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来自 212
所 高 校 的 有 效 问 卷 1697 份 。调 查 结 果 显

示，受访者中有过租房经历，且比较了解租

房知识的仅占 12.43%；44.02%受访者对租

房 知 识 有 一 定 了 解 ，但 了 解 程 度 不 高 ；

43.55%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了解租房知识。

74.31%受访者表示自己或亲友在租房中遇

到过一定的困难；13.61%表示自己或亲友

在租房过程中遇到过很大的困难，觉得租

房 不 易 ；仅 12.08%表 示 很 顺 利 ，从 未 遇 到

过租房问题。

租房难倒“门外汉”

2021 年 10 月，就读于桂林电子科技

大 学 的 陈 丽 婷 与 室 友 计 划 一 起 在 校 外 租

房，全力备战考研。综合了便利性、安静

及实惠等因素，两人最终敲定了学校边的

一间大开间：“我们两个人，租三室套间

太贵，租单间又太小。在租房平台上刷了

很久才找到了一间勉强合适的大开间，可

以放下两张床。不得不说一边上课，一边

找房、鉴别，真是挺不容易的。”

原以为只是“万事开头难”，可后续

出现的种种维修问题，更是让陈丽婷头疼

不已。“第一次尝试换水龙头的时候，不

知道应该先关上水阀再换，结果水从管道

里‘炸’出来，屋子里都是水。”回忆起

这段经历，她有些哭笑不得。

孟璐瑶对遇到的租房中介的欺骗行为

很是恼火，“要么就搪塞你，图上的房子

已经租出去了，要么就敷衍说现在价格翻

倍了。先把人骗出来看房，很多人看了几

套 ， 觉 得 累 了 ， 可 能 就 直 接 签 了 。” 5
月，身心俱疲的她忍不住在社交朋友圈更

新了一条状态：“广州的朋友们，我就想

知道你们的一居室都是怎么找到的？”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48.85%受访者表

示 本 人 或 亲 友 遇 到 续 租 时 房 东 不 合 理 抬

价 ； 47.91%遇 到 退 房 时 不 退 还 押 金 的 情

况；42.60%遇到入住期间需支付额外费用

的情况；38.72%遇到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

力的合同；37.89%遇到租到的房屋存在装

修污染；26.64%遇到房东或房屋管理者毁

约，中途不得不退租的情况；26.46%表示

遇到二房东赚差价，或者和二房东签订了

无效合同；23.16%表示存在房东或房屋管

理者不按照合同履行维修等义务的情况；

16.68%表示遇到中介或房屋管理者要求使

用租金贷付房租，甚至有使用租金贷后中

介跑路的情况。

大学生在租房过程中出现权益受损的

情况并不少见。今年已经毕业的许雯回忆

起大三时的租房经历，仍记忆犹新。当时

许雯在成都找到了一份实习，受邀住进了

朋友租的房子。由于实习时长是 3 个月，

签约之前，许雯的朋友跟中介反复强调只

租 3 个月，中介满口答应，但提供的合同

上租期却显示是一年，并表示他们公司只

能按一年签约。

“我的朋友当时已经到了成都，再找

房子来不及了，加上有之前的聊天记录可

以做凭证，就没有多想。”许雯的朋友签

下了租房合同，然而入住仅两个月，中介

公司就开始催缴下一季度的房租，否则要

求他们搬离。协商无果，两人只能搬走，

而中介公司扣除了第三个月的租金和全部

押金。

大 学 生 存 在 租 房 知 识 盲
区，急需补课

有关大学生毕业租房的问题不是一朝

一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苗 鸣 宇 感 慨 ，“ 毕 业 季 租 房 子 的 水 很 深 ，

但租房这件事绝不仅限于毕业生。”经过

长 期 的 办 案 指 导 ， 以 及 对 生 活 实 践 的 观

察，苗鸣宇发现，“初离校门、初入职场

的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了价廉物美的宿

舍可住，提供宿舍的单位又相对较少，所

以绝大多数人会租房。而绝大多数初次租

房的人对于租房市场中的法律风险、可能

存在的陷阱等一无所知，往往只看租金是

否便宜，这必然就为日后纠纷的产生、甚

至可以说是为将来的吃亏埋下伏笔。”苗

鸣宇认为，大学生需要在一些关键点得到

提示，才能有效预防和规避风险。

被中介赶走的许雯在咨询了法律专业

的 朋 友 之 后 ， 和 朋 友 一 同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在法院的调解下，两人追回了部分房

租和押金。中青校媒调查发现，82.68%受

访者认为大学生之所以在租房中遇坑，是

因为社会经验少，容易轻信他人；73.01%
认为原因是没有租房相关的常识；41.19%
认为是因为疫情无法线下看房导致的。

经历过 3 次不同形式的租房体验，向

一 迪 意 识 到 租 房 属 于 自 己 的 “ 知 识 盲

区”。向一迪今年大四，顺利考入心仪的

研究生院校后，她决定找一份线下实习。

经过几番简历投递，她拿到了北京一家单

位的实习录用函，但横在她面前的第一道

坎儿就是租房。来北京不到 3 个月，向一

迪有过 3 次租房经历，每次都存在一定的

问题。在向一迪看来，“不少大学生并不

了解租房注意事项，比如合同内容怎样才

算合法，国家关于租房有哪些法律政策保

护，租房要看哪些细节，怎样辨别房屋相

关证件等，一些大学生都不清楚。”

今年 5 月，就读于河南大学的陈宇轩

也因缺少租赁经验，在租房路上“狠狠摔

了一跤”。为了备战考研，他决心在学校

附近找一套安静的房源。多番研究后，陈

宇轩在校内“租房信息交流群”找到一套

与自己需求较为匹配的房子。原本想早早

定好看房时间，但临近约定时间，房东以

耽误其他房客看房为由，向陈宇轩提出需

要 交 付 200 元 租 金 ， 以 此 体 现 他 看 房 的

“诚意”。陈宇轩虽将信将疑，但面对房东

的强硬态度，还是将钱打了过去。

陈宇轩实际看房的情况与照片发布的

信息相对一致，原以为“万事俱备”，正

准备签约，房东却将原本标价一个月 600
到 800 元租金的房子，涨到了 1200 元一个

月。陈宇轩不能接受，于是被房东扣除了

100 元的定金 。“因为房东说这间房子本

来作为民宿经营，我看房导致损失了今天

的生意，所以我需要承担这部分损失，我

只能认栽吃了哑巴亏。”

在陈宇轩看来，首次租房的大学生缺

少租赁经验，触达的信息源也十分单一，

在鱼龙混杂的租房信息网中，不能分辨、

验证房源信息的真伪，在租房过程中也不

知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租 房 形 式 花 样 多 ，牢 记
“四大规和八小则”

面 对 租 房 难 ， 中 青 校 媒 调 查 发 现 ，

68.77% 受 访 者 希 望 有 过 租 房 经 验 的 同

学 ， 可 以 在 校 内 进 行 分 享 ； 67.47%期 待

政 府 层 面 出 台 相 关 政 策 ， 让 应 届 毕 业 生

租 房 有 更 多 政 策 支 持 ， 如 保 障 性 住 房

等 ； 62.29%希 望 学 校 或 社 会 相 关 机 构 设

置相应的维权支持；48.03%期待学校在大

三、大四开设相关辅导课程；45.14%期待

租房价格更合理。

“社会经验不足、中介鱼龙混杂等因

素 都 容 易 导 致 大 学 生 租 房 时 上 当 受 骗 。”

经历过租房难的许雯希望学校能够开展租

房方面的防骗科普及法律宣传，提升大学

生的警惕意识。关于租房平台，她希望平

台能够“加强对中介公司的监管，确保租

房信息真实”。

前不久，饱经租房难的向一迪在线观

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律诊所推出的

“ 应 届 生 租 房 防 坑 ” 系 列 公 益 宣 讲 活 动 ，

听完后她充分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租

房的每个行为都是受法律监督，受法律保

护 的 。 要 提 高 自 己 的 法 律 意 识 和 维 权 意

识，遇到权利遭到侵害时，要大胆地使用

法律武器。”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科生法律

诊所的创办者之一，苗鸣宇表示，大学生

租房的形式多样，“有签合同的，有不签

合 同 的 ； 有 直 租 的 、 转 租 的 ⋯⋯ 五 花 八

门。”他指出，租房万变不离其宗，一定

要 遵 守 四 个 基 本 原 则 ： 一 是 “ 只 看 不

听”，只能相信书面协议，不要相信口头

承诺；二是“做真小人”，签字之前务必

邀 请 法 律 人 士 审 查 合 同 ； 三 是 “ 亢 龙 有

悔”，稀里糊涂签下的字，将来恐怕难免

后悔；四是“钱不乱掏”，不确保自己能

有效制约对方，就不要掏钱。

针对 4 点原则，苗鸣宇解释，“‘只

听不看’强调必须有书面协议，自己手里

要留一份备份协议，并且签约过程尽可能

全程录像；‘做真小人’是想告诉大家法

律不是万能的，所以一定要在签合同前规

避法律风险，查清对方人员资质，以及核

实 房 东 房 产 证 、 身 份 证 等 信 息 是 否 匹 配

等；‘亢龙有悔’强调要仔细审查合同文

本，看清、看懂合同的内容，在遇到任何

问题时以书面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钱

不乱掏’就是强调无论如何不要相信‘赶

紧掏钱下定金吧，否则房子就没了’这样

的话。”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向一迪为化名）

超七成受访大学生本人或亲友曾遭遇租房难题

安全租房还需补常识课

□ 向舒寒 饶清强

年过九旬的蔡秉三坐在书桌前翻阅当

年的日记，童年时期在日寇铁蹄下历经劫

难，大学时期投笔从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西南服务团，解放后投身祖国的邮电建

设事业，上世纪 80 年代调入南京邮电学

院 （2005 年 更 名 为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工

作，致力于邮电经济与邮电企业管理的教

学和研究⋯⋯往事一幕幕，跌宕起伏，难

以忘怀，蔡秉三决定用笔忠实地记录下他

一生中几个转折点和时期，一生风云，写

入 《九十春秋风尘掠影》。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蔡秉三从小励

志好好读书。但世事难料，他的学生时代

正值抗战时期，日寇的魔爪伸向了他的家

乡，不仅使蔡家生活每况愈下，也阻碍了

他的求学之路。南京沦陷前，中央大学从

南 京 迁 往 重 庆 ， 蔡 父 奉 命 离 乡 赴 重 庆 中

大 任 教 。 此 后 ， 蔡 母 担 起 了 全 家 生 活 和

抚养子女的重任。从 1932 年起，蔡家已

无 经 济 来 源 ， 房 屋 被 日 军 烧 毁 拆 坏 ， 为

躲 避 日 寇 侵 扰 ， 不 得 不 离 家 投 亲 靠 友 ，

多 次 转 学 。 从 1943 年 起 ， 因 经 济 困 难 ，

姐 弟 辍 学 长 达 一 年 半 之 久 ， 蔡 母 不 甘 心

全 家 生 活 困 难 、 子 女 失 学 ， 发 誓 要 让 孩

子 们 继 续 读 书 。 因 此 ， 蔡 母 一 家 五 口 两

次 从 家 乡 出 发 ， 经 上 海 、 杭 州 逃 难 赴 内

地 ， 设 法 联 系 蔡 父 。 当 时 杭 州 已 被 日 军

占领，全家冒险偷越钱塘江到达江西，与

蔡父取得联系，被迫暂时在江西停驻，沿

途之艰险不言而喻。

抗战胜利后，蔡父随中央大学迁返南

京，蔡母也带着孩子从江西回到南京，蔡

秉三一家在战乱中经过 8 年的离散，终于

再次重聚。“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深感

祖国遭到帝国主义侵略，已经到生死存亡

的关头，使我们立下了爱国救国，振兴中

华的志愿！”

1948 年 ， 蔡 秉 三 就 读 于 中 央 大 学

（南京大学前身） 水利工程系，是 40 级的

班长。学习之余，他密切关注祖国的前途

命运，受到党领导下学生运动的影响，开

始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次年，西南服务团

筹备成立，蔡秉三也由此迎来人生一大重

要抉择。当年 6 月，南京军管会号召青年

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动员大会，参加了

动员大会后，他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参加西南服务团，就要放弃曾经梦寐以求

的大学生活，远去异乡，迎接艰苦斗争的

考验；而且他经历亲人离散 8 年，家庭刚

刚重聚，父母会同意他参团吗？

反复思量，他还是坚定了报名参军的

决心，并决定暂时不告知家人，先斩后奏。

7 月 10 日 下 午 3 时 ， 参 军 报 名 截 止 。

他给自己改名“蔡军”，背着父母一个人

去报了名。13 日，《新华日报》 公布了军

管会批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名单，组织考

虑临时改名可能造成麻烦，仍用了他的原

名，父母看到后都很生气。“为什么这样

的 大 事 也 不 对 家 里 讲 ？ 为 什 么 连 家 也 不

回？”后来，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请在学

生 会 一 起 工 作 的 一 个 同 学 带 到 他 家 中 ，

向 父 母 解 释 他 报 名 参 军 的 想 法 ， 事 先 没

和 家 里 讲 是 怕 父 母 不 同 意 。 后 来 ， 这 位

同 学 回 来 说 ， 他 父 母 表 示 “ 完 全 同 意 ”，

但 要 求 儿 子 马 上 回 家 ， 一 场 风 波 就 此 平

息 了 。 此 后 ， 蔡 父 蔡 母不断给予他支持

鼓励，还帮他准备行装，蔡秉三的两个弟

弟也在他影响下都先后参加了解放军，二

弟参加海军潜艇部队，三弟参加空军通信

部队，还有人戏称他们兄弟三人分别参加

了海陆空三军。

1949 年 7 月 17 日 ， 蔡 秉 三 到 西 南 服

务团报到，经 78 天的集中学习后，部队

于 10 月 3 日从南京出发，向云南进军。

蔡秉三回忆，从南京出发，开始挤在

火车的闷罐车里、敞篷车上；徒步行军首

先要学会走路，要背行李、米袋和枪支,
从每天徒步行军短则二三十里，多则七八

十里，甚至 100 多里。

155 天 的 行 军 跨 越 江 苏 、 安 徽 、 河

南 、 湖 北 、 湖 南 、 贵 州 、 云 南 7 省 ， 于

1950 年 3 月 6 日到达目的地昆明。全程行

军 7000 余里，其中步行 3000 余里，邓小

平同志将其称之为“小长征”。

云南军管工作基本完成后，组织分配

蔡秉三到邮电部门从事通信工作。他在云

南 31 年，主要从事通信建设和经济管理

工作，参与了云南解放初期的通信恢复、

建设和多项重点工程的规划实施，如初创

设 计 室 ， 筹 建 组 织 省 际 、 省 内 的 通 信 网

络，深入滇藏通信建设工地，改造滇西干

线等。

上世纪 80 年代，蔡秉三初到南邮从

事教学工作可谓是是“半路出家”，业务

不熟，人地生疏，筹建工作困难重重。但

他长期在通信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对邮电

企业具有深厚的感情，心怀热忱，发誓要

办好管理专业，做出一番成绩。起初，筹

备组只配有专职干部 3 人，没有一位专业

教师，没有一本专业教材，一切必须从零

开始。筹备组首先到上海、杭州、南京等

地的大专院校进行调查，了解管理专业的

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同时

建 立 图 书 资 料 室 ， 收 集 有 关 的 图 书 、 资

料、教材。学院也从校内外调集了一些的

专业教师，逐步形成了一支管理专业的教

学队伍。万事开头难，经研究，筹备工作

决 定 从 举 办 干 部 专 修 科 和 参 与 全 国 厂 长

（经理） 统考培训入手，在培训中锻炼提

高教师队伍。蔡秉三在统考培训教学中被

江苏省授予“模范教师”的荣誉称号，管

理专业的筹备工作有序开展起来。

1983 年 ， 南 京 邮 电 学 院 招 收 第 一 届

干 部 专 修 科 学 生 ，1986 年 招 收 第 一 届 本

科 班 学 生 ，1998 年 招 收 第 一 届 管 理 科 学

工 程 硕 士 生 。2005 年 ， 随 着 南 邮 更 名 南

京邮电大学，学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

2013 年 下 半 年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又 分 设 为

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蔡老情绪激昂地说

道：“亲身经历并目睹南邮管理专业的成

长和发展壮大，内心深处感到无比欣慰！”

离 休 后 ， 蔡 秉 三 也 一 如 既 往 地 为 校

内、外地通信部门和企业干部授课，积极

参 加 邮 电 经 济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的 研 究 与 交

流，陆续在各种学术会议和专业刊物上发

表了多篇论文。闲暇时间，他爱读报纸、

看电视，耄耋之年仍关心国家大事。“现

在国家发展，管理发展，邮电与其他行业

越来越密不可分，我期望南邮管理专业的

前途远大，不断为国家输送更多通信管理

人才!年轻学子要加油干，相信十年后再

上一个新台阶！”

南邮蔡秉三：一位“90后”的家国情怀

（上接 1 版）
据 悉 ， 自 “ 共 青 团 促 进 大 学 生 就 业

行 动 ” 去 年 年 底 启 动 以 来 ， 一 般 院 校 低

收 入 家 庭 学 生 就 业 帮 扶 计 划 、 大 学 生 乡

村 创 业 帮 扶 计 划 、 大 学 生 志 愿 服 务 西 部

计划、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大学生

社 区 实 践 计 划 稳 步 推 进 ， 取 得 阶 段 性 进

展 。 截 至 目 前 ， 全 团 已 募 集 到 8.6 万 家

企 业 提 供 的 174 万 个 就 业 岗 位 信 息 ， 全

团共 3.1 万名团干部与 9.7 万名 2022 届就

业 困 难 大 学 生 结 对 ， 已 帮 助 其 中 4.1 万

名毕业生找到工作；19 个省份已启动大

学 生 乡 村 创 业 帮 扶 计 划 ， 目 前 正 在 遴 选

创 业 项 目 ， 匹 配 服 务 资 源 ； 西 部 计 划 今

年 计 划 新 招 募 3.67 万 人 ， 已 完 成 报 名 ；

20 个省份已启动“扬帆计划”实习岗位

募 集 工 作 ， 累 计 发 布 各 级 政 务 实 习 、 企

业 实 习 岗 位 信 息 23.3 万 个 ， 组 织 开 展 职

场体验活动 3000 多场，参与学生 13.8 万

人次。

共青团中央召开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推进会

（上接 1 版）民宿开业后，第一年几乎每天

爆满，一年收入超过 100 万元。如今，谭

中仙和 10 多个亲戚全部在民宿工作，收

入都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瞄 准 民 宿 业 的 博 后 村 大 步 向 前 ， 得

到 了 市 里 的 支 持 、 资 本 的 青 睐 ， 全 村

3700 余 名 村 民 在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的 大 道 上

一 路 奋 进 。 如 今 ， 谭 中 仙 成 了 博 后 村 民

宿 协 会 秘 书 长 。 他 没 想 到 ， 博 后 村 的 民

宿 产 业 在 短 短 几 年 内 ， 成 为 海 南 岛 民 宿

业的一大亮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旅游业虽受影

响 ， 但 博 后 村 民 宿 业 发 展 的 脚 步 并 未 放

慢 。 2019 年 ， 博 后 村 营 业 的 民 宿 有 22
家，现在已多达 55 家。2020 年，博后村

民宿接待的过夜游客数量达 40.2 万人次，

2021 年疫情反复时，过夜游客也有 35 万

余人次。

记 者 日 前 在 博 后 村 看 到 ， 整 洁 的 环

村 路 内 ， 一 家 家 民 宿 各 有 特 色 ， 还 有 一

些 民 宿 正 在 装 修 施 工 ， 路 边 的 夜 市 摊 位

设施摆放整齐。

“仅 100 多个夜市摊位，就为博后村

解决了近 700 人的就业。”谭中仙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期间，夜市每天营业至深夜

4 点，不少摊位一晚上就有上万元收入。

人无我有，施茶村点“石”成金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

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

符 合 自 身 实 际 的 道 路 。”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口市秀英区石山

镇施茶村，顶着骄阳走进火山石斛园察看

石斛规模化种植情况。离开村子时，总书

记又对村干部细细叮嘱。

“ 施 茶 村 要 把 石 斛 特 色 产 业 做 大 做

好 。” 牢 记 总 书 记 的 话 ， 施 茶 村 党 委 书

记、村委会主任洪义乾深感责任在肩。施

茶村地处海南最北端的火山口脚下，村里

90%以 上 的 土 地 被 火 山 石 覆 盖 ， 千 百 年

来 ， 村 民 只 能 在 石 头 缝 里 “ 抠 泥 种 地 ”。

用乡亲们的话讲，“处处都是火山石，大

家只能层层垒起石头，空出巴掌大的地方

种木薯、地瓜，全村老小都在温饱线上苦

苦挣扎。”

洪 义 乾 是 村 民 眼 里 的 能 人 。 2013
年，他外出考察回来，想在村里种石斛。

原本连专家都不相信的事情，他竟然在村

里试种成功了。

洪义乾把学园林技术出身的洪尚科请

回村里管理石斛种植。在村“两委”的支持

下，一条“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火山石斛

种植机制很快在施茶村推广开来。如今，

施茶村的石斛面积已扩大到近千亩。

近几年，施茶村更依托靠近火山口公

园景区的区位优势和火山石斛的影响力，

大力发展美丽乡村旅游。69 岁的洪尚科

自告奋勇当起了石斛园的导游，他和村里

10 多名兼职青年讲解员，为游客讲述火

山石斛的传奇故事。

35 岁 的 王 吕 州 是 施 茶 村 走 出 去 的 大

学生，毕业后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任职。

2020 年 7 月，王吕州被施茶村村委会请回

来任村党委书记助理。

据王吕州介绍，施茶村的“农业+文

化+旅游”融合创新模式将石斛种植、民

宿、家风家训、红色文化、施茶文化等串

联起来，实现了全域旅游开发，促进了村

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仅 2021 年，施茶

村 的 火 山 石 斛 园 就 接 待 游 客 3.5 万 人 次 ，

餐饮民宿收入达 2000 万元。

“ 施 茶 村 目 前 正 在 筹 备 乡 村 振 兴 学

院，这将进一步完善施茶村的产业布局，

增加村民收入。”对于施茶村的未来，王

吕州信心满满。

一片片茶叶，让毛纳村抓
住致富“法宝”

“很高兴来看望黎族乡亲们，看到你

们过上幸福生活，我感到很欣慰。”今年

4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指山市水

满乡毛纳村，他勉励村民把茶叶经营好，

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总书记的这番话令 24 岁的潘涛感同

身受。作为水满乡乡村振兴工作队中最年

轻的队员，潘涛 1 年多前来到毛纳村驻村，

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毛纳村是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市水满乡

毛脑行政村下辖的一个黎族村寨，共 33 户

128 人。过去，进毛纳村要走泥巴路，村民

住的是茅草屋，一下雨整宿都睡不着。

但这里海拔高、纬度低、降水充沛，

昼夜温差大、常年云雾缭绕，特别适合茶

树生长。雨林内分布着野生大叶茶，当地

农民素有采野生茶制茶的传统。

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资源发展

茶叶产业，毛纳村将生态优势变现为经济

价 值 。2013 年 以 来 ， 五 指 山 市 引 导 扶 持

山区农民种植茶叶，水满乡种植面积已达

7670 亩 ， 茶 叶 企 业 、 加 工 厂 已 有 30 多

家，毛纳村家家户户种植茶叶，借此脱贫

致富。

潘 涛 寄 住 的 村 民 王 菊 茹 家 ， 种 植 了

50 亩 大 叶 种 茶 ， 还 开 了 一 家 手 工 茶 坊 。

潘涛刚来时不懂茶，便每天跟着王菊茹一

家采茶、烘茶、炒茶。了解了茶叶种植、

烘炒相关知识后，潘涛很快发现了一个问

题，虫害对茶叶产量影响很大，他便到海

口、三亚等地寻找农技专家，为农户开展

病虫害防治培训。

如 今 的 毛 纳 村 ， 产 业 兴 旺 、 生 态 宜

居，游客慕名而来，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王 菊 茹 感 慨 道 ：“ 多 亏 了 茶 叶 这 个 致 富

‘法宝’，毛纳村村民才摆脱了贫穷，家家

户户盖起了小洋楼。”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毛纳村考察时

强调，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上下功夫，继续做强做大有机农产品

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搞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

作为乡村振兴工作队的一员，潘涛希

望借助茶产业，帮助毛纳村夯实乡村振兴

基础。

“市里正在谋划建设毛纳村茶旅融合

项目，推出相应旅游线路，打造生态旅游

产品。”潘涛说，目前市里相关部门正在

指 导 毛 纳 村 茶 农 及 茶 叶 企 业 做 好 产 业 规

划，用好五指山红茶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发挥出最大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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