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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东莞号称“中国藏
茶之都”，业界普遍认为东莞只
藏茶而不产茶，然而在现代化工
业气息浓厚的东莞，仍有不少规
模化的茶园隐藏在城市之中。
尤其是在近几年的传播发展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对茶
文化的浓厚兴趣，到茶园旅游，
学习茶艺知识，采购适合自身身
体状况的茶叶种类，体味品茶情
趣，并在茶区清新的空气、优美
的景致中修身养性，是目前茶旅
结合下旅游市场的新需求。

茶山顶位于东莞大岭山森林

公园内，是公园内的最高峰，海拔
530.1米，在这片山林的顶部，隐
藏着一片茶园，茶山顶也因此而
得名。茶园规模不大，周围也有
一些当地茶农、果农引种下来的
小茶园散落在山间，形成一片众
星捧月之势，翠绿的茶园也成为
山顶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高山云雾出好茶。据了解，
茶山顶是新围茶场的旧址，在
20世纪 50年代，大岭山茶场从
武夷山引种茶树，在山顶形成一
片茶园，如今初具规模，出产的
茶也有了自身的品牌，名字就叫

做“大岭山云雾红茶”。由于东
莞大岭山土壤和气候特点，这里
的茶非常适合制成红茶，出产的
茶品香气浓郁，“大岭山云雾红
茶”因此在市场得到认可。茶山
的负责人黎卫民也在以小规模
定制私房茶的形式推广品牌，让
这片茶园焕发出勃勃生机。每
年4月清明谷雨时节，茶山顶就
会有茶农采摘茶树新长出来的

“两叶一心”，再经过炒制，成就
春天的第一缕茶香。

大岭山茶山顶，不仅是体验
茶文化之旅的好去处，更是市民

登高出游的极佳选择。“趁着假
期从南城过来，感觉这里风景挺
好的，也特别绿色、有氧，闻着茶
香，听着鸟叫蝉鸣，也觉得整个
人清朗放松了许多。”市民陈先
生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到茶山顶
景区，登顶上山觉得特别惬意，
他表示以后也会多带家人一起
过来爬爬山、闻闻茶香气。登上
山顶的观光瞭望亭，能近览周边
四镇及南城水濂山，远眺珠江口
的轮船穿梭，遥望虎门大桥横卧
江面的美景，迎着徐徐吹拂的清
风，让人顿觉心旷神怡。

“要做好集体备课，还需
要理想信念教育，培养老师的
敬业精神。同时，进行绩效奖
励制度改革，提高老师的积极
性。”周琼平说，目前，莞韶支
教周琼平名师工作坊指导教
师马书娟在南雄一中、南雄二
中等七所中小学作了师德师
风专题报告会，“南雄油山中
学有位老师现场发言，说马老
师的讲座感动了他，打动了
他，他要改变自己，更加积极
地投入工作。”

周琼平在调研中发现，南
雄很多学校的绩效制度需要
修订。“大部分学校绩效奖金
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差距极
小，没有起到绩效奖励制度该
有的激励作用。”周琼平讲道，

“绩效奖制度要符合‘多劳多
得、优质优酬’的原则，最好设
置进步奖、优秀率奖、及格率
奖、平均分奖等多个维度，也
就是要找到不同教师群体中
间的最大公约数。对此，南雄
很多学校校长表示十分赞同，
愿意借鉴这种制度。”

周琼平表示，支教工作是
非常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也是
非常有价值的人生经历。因
为支教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
师生开阔视野，引进先进理
念，引进先进资源，为他们打
开另一扇窗。“支教拓展了我
们的职业宽度，也拓展了我们
的人生宽度。优秀教师有机
会 的 话 都 可 以 参 加 一 次 支
教。”周琼平如是说。

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 湾区新闻部主编
责编 张德钢 /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黄文波 A14莞生活东 ·教育

4月 22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培训在韶关南
雄一中举行，周琼平应邀为南雄市中小学全体校长副
校长做学校管理专题讲座。这是东莞松山湖实验中

学副校长周琼平在南雄支教工
作的一个缩影。

去年 8月，周琼平主
动请缨前往南雄，开启为
期一年的支教生活。去
到南雄以后，周琼平大力
推动当地教育改革，建议
推进集体备课、实施师德
师风教育、进行绩效奖制
度改革。在支教的路上，
他力求贡献自己最大的
力量。

支教拓展了我的
职业宽度和人生宽度

“我去年 8 月 30 日到南
雄，31日发微信问教研组长什
么时候集体备课。他说他们没
有集体备课，都是自己备课。
上学期，我没有参加过一次集
体备课。”周琼平说，他深入调
研发现，南雄市教学方面存在
全局性、长期性教学结构缺陷，
几乎所有小学和初中都没有备
课组集体备课制度。“没有集体
备课制度，是会影响教学质量
的。”周琼平坦言，学校没有集
体备课制度的话，将严重影响
年轻教师的培养，影响优秀教
师的经验推广；其次，部分老师
的短板无法弥补，老师之间缺
乏凝聚力，缺乏团队文化，也就
缺少战斗力。

“本学期前三周，我在南

雄市教师发展中心陈万钟副
主任陪同下，走访了南雄 10
所学校，大家都想开展集体备
课，但都不知道怎么做。”周琼
平说，为解决这个需求，他给
这些学校开设集体备课专题
讲座，请老师现场示范；另外，
他还请松山湖实验中学教导
处帮忙安排备课组录制初中
集体备课视频、请松山湖二小
校长孙道明安排备课组录制
小学集体备课视频，发给南雄
的老师参考、学习。

“这些集体备课的专题讲
座和视频，让老师们大开眼
界、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周
琼平说，“接下来，我们正在13
所试点学校推行集体备课，助
推南雄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支教，是我的一个夙愿。
我想拥有一段不一样的教育生
涯，有不一样的教育体验，可以
做不一样的教育贡献。”周琼平
说，“去年8月，按照广东省支援
山区教育的统一部署，东莞市组
织了70名教师赴韶关市支教一
年。我主动申请参加支教，在南
雄二中教九年级两个班的语
文。”

在语文课上，学生们常常被
周琼平新奇的教学方式所吸引，
课堂气氛热烈，学生在欢快中接
受知识。他上课时，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激情朗诵
……很快就成为校园里的“网
红”教师，收获了不少“粉丝”。
一名学生惊叹道：“周老师的课
生动有趣，朗诵太精彩了，我们
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朗诵。”

“欠发达地区的师资匮乏，

学生需要整体素质比较好的老
师来帮他们，为他们打开另外一
扇窗。”周琼平表示，“我刚来南
雄时，有个学生的语文从来没有
及格，上课总是睡觉。于是，我
天天跟他讲理想信念，唤醒他，
激发他学习。不久后，他语文终
于及格，考了 64 分，他开心得
很。我把自己写的书当作奖品
发给他，告诉他还可以进步，并
时常发些小奖品鼓励他。期末
时，他考了85分，高兴地说他喜
欢语文了。”

为了让学生取得更好的成
绩，周琼平经常埋头伏案备教
材、备学情。经过辛勤的“耕
耘”，他所教的班进步很大，“在
九年级第二次教学质量监测中，
我两个班的进步值分列年级14
个班的第一和第三。”周琼平告
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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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学之外，周琼平还
慷慨地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
学校管理经验。“4 月 22 日，我
给南雄中小学全体校长副校长
做学校管理的培训。这是南雄
市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校长
培训。”周琼平说，“当天，效果
不错，南雄市教育局局长卢锦
华给予高度评价。南雄一中校
长饶盛祥说，培训让他们受益
良多，希望莞韶对口帮扶计划
能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推
进，为南雄教育高质量发展注
入更强劲的动力。南雄二中校
长邓应福称，讲座在规范办学、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教育
质量、努力建设品牌学校等方

面很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去年，韶关市教育局和莞

韶指挥部联合聘任我为‘莞韶
支教名师工作坊主持人’，南雄
市教师发展中心聘任我为特聘
教研员。这是对我支教工作的
肯定。”周琼平介绍，莞韶支教
名师工作坊，第一批共4个主持
人授牌，全部在南雄市，可以跨
学科开展工作，对当地学校进
行指导，带动并联合当地的名
师开展教研工作。

支教期间，周琼平将东莞
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南雄，将省
级专家市级名师请进南雄。“松
山湖实验中学校长万飞很支持
我的支教工作，安排了特级教

师姚杨海、东莞市语文名师工
作室主持人徐容芳、松山湖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刘利玲到南雄
送教。”周琼平透露，上学期，他
还邀请东莞市英语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李丹丹、东莞市语文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欧阳伟等到南
雄开设全市示范课和中考专题
讲座。

“这些优秀老师，为南雄市
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
作用。截至目前，莞韶支教名
师工作坊做了36场教育教学专
题讲座，4节公开课，调研10多
所学校。我们所做的一切，正
在静待花开的那天。”周琼平
说。

将省市级专家名师请进南雄B

来这里！踏青赏景享茶趣
东莞茶旅融合新业态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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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休闲旅游需求旺盛，休
闲农业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东
莞休闲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已
成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和消费业
态，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休闲采摘、创
意稻田、农事体验、民俗活动精彩
纷呈。而随着采茶季的来临，东
莞这些茶园结合当季特色，纷纷
推出旅游方案，许多在莞游客慕
名前来，跟随当地茶人上山采茶、
亲手制茶，体验茶乡茶趣。

位于大岭山鸡翅岭村的水云
山谷，30亩茶园景色宜人。笔者
从南城市中心出发，到达此处仅约
20分钟车程，行程中也发现其毗
邻同沙生态园和佛灵湖生态公园，
周边景观秀丽迷人。据景区负责
人介绍，水云山谷的土地面积共
330亩，是一个岭南莞香文化、荔
枝文化、都市休闲农业、生态田园
情趣、有机食品产业为特色的旅游
景区，集美食、住房、游乐、拓展、采
摘为一体，园区设有大型蹦床、山
地滑草、网红秋千等项目。

在景区实地察看中，笔者了
解到，水云山谷依山傍水，富有真
趣，园区内设云山诗意、映月水
庭、陌上花开和春华秋实四个功
能区，莞香小站、莲韵小站和农家
小站三个站点相映成趣，将自然
体验式亲子教育和休闲度假作为
主要经营方向。

据了解，水云山谷的特色茶

叶采摘项目一直深受游客朋友们
的喜爱，为了让更多人亲身体验
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水云山
谷特地设置了采茶和炒茶的体验
项目。“置身茶园，再泡上一壶亲
手制作的春茶，这就是我想要的
茶乡慢生活。”游客吴先生站在茶
园远眺，他对笔者表示，明年还要
带着家人朋友再来水云山谷感受
采茶季。在茶园，游客们在当地
茶农的指导下一边采摘茶叶，一
边学习采茶的技巧和茶文化，不
时拿出手机记录自己的采茶之
行。三五成群的游客与采茶工点
缀在绿意盎然的茶树间，构成了
一幅生机勃勃的采茶图。

“文化是一座园区的灵魂。”
景区负责人介绍称，鉴于这个发
展理念，水云山谷以莞香园为主
并结合周边的“中国沉香博物
馆”，发展“莞香文化”；结合周边

“东纵纪念馆”和园区场地，发展
红色文化；以农耕体验为主发展
农耕文化，致力于打造一个有文
化内涵的研学实践基地。而作为
重点的“茶文化”，该景区结合种
植、手工等设置一系列课程，以茶
会友。此外，为了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景区也推出了系列茶文化
主题活动，市民们可以在茶叶采
摘的时节实地体验采茶、制茶、品
茶，就地取一泓清泉，用大岭山的
山泉水亲手泡一壶大岭山的新
茶，别有一番滋味。

寒食过，云雨消，又是
一年采茶时节暖阳照。4
月，正值采茶时节，不少游
客踏山寻茶，或是在原生态
茶园里采下“两叶一心”，体
验几片叶子制成一杯茶的
成就与满足；或是穿行在景
区，呼吸着“绿色”空气，捕
捉一抹馥郁清新的茶香；或
是体验新茶炒制，感受传统
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体验一次茶旅，已成为
游客春日出行的新时尚。
近日，笔者也在东莞大岭山
茶山顶、水云山谷等地现场
体验“茶香茶趣”，这些景区
绿树相映、风景宜人，市民
们在爬山运动的同时，也可
观赏茶园美丽风光，体验难
得的采茶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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