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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庵坝又称合溪口，是闽西宁化县石壁镇南田村所辖九个自然村之一。
九个自然村以前是九个生产队，现在不再称队而改称组，庵坝是其中的第七组。
庵坝是个“年轻”的村落，1949年第一批居民才从南山下移住于此，以后逐渐发展成一个聚落。
至今庵坝仍未自建社公（土地公）祠，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或是家中举行生命仪礼，都要回到位
于南山下的社公祠祭拜；同时由于村民都是来自南山下的朱姓族人，朱氏宗祠虽建于庵坝，朱氏南田
开基祖的香火厅却留在南山下，因此两村仍有一体感，有些公共事务及宗教、宗族活动还是联合策划
举行。
本书对庵坝人的社会与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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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概在1975年左右，南田开始茶叶种植，维持了大概10年的时间。
从开始种到1982年分田到户期间，茶叶的种植也属集体行为。
但和水稻种植不同的是，茶叶的种植不算在生产队的收入里，种茶的工作也不是在生产队内完成，而
是由生产大队统一挑选各个生产队内十五六岁的少女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独立组成生产队称为耕山队
。
在工分的分配上，采茶时由队里事先定额为每斤一工分，于得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工分。
但在平时，比如除草、施肥则按每天七个工分计算。
选择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来是因为其心灵手巧，适于采茶；二来是十五六岁的女孩还不能从事种田这样
繁重的工作。
采茶的时间一般在春夏之交的40多天里。
采茶实行独立的工分评选，少女采茶所得有时可能超过农田种植所获工分，这些工分的所得可以算人
工分粮的分配中，但是少女所得的分红必须归她所属的生产队。
　　南田烟叶的种植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烟叶的种植和贩卖都是以集体为单位，个人并没有参与
分配，售卖所得可用于集体日常开支。
土地分田到户之后，农民具有自主经营权，烟叶种植逐渐增多。
1981年开始在政府的提倡之下较大面积地种植烟草。
但第一年因为经验不足，烟草种植没有获得好的收益。
随后政府提供一些补助，种植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大增，在1997与1998两年烟叶种植
面积达到最高峰，庵坝村有90％的土地种上了烟叶。
不过，随着出外打工人数的增多，农民家庭内的青壮劳力大多流向城市。
而烟叶的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所以很多农民只好放弃种植烟叶。
2006年时，烟叶种植面积缩减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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