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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讯茶

业视点茶

茶论道煎

江南三月，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
核心产区内，每一片茶园都是一番忙
碌的景象——明前龙井到了最后的采
摘期，头戴斗笠的采茶工，身着各种
颜色的工装，点缀在碧绿的茶园中，
宛如一张美丽的画卷，描绘着收获的
幸福。

茶园里茶农忙，中国茶叶博物馆
中，各方面的茶人亦忙。

3月 31日，以“勇担使命、砥
砺前行，共同守护西湖龙井”为主题
的西湖龙井茶保护与发展高峰论坛举
办。来自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等
方面专家、省级非遗传承人50余位
嘉宾汇聚一堂，从多个角度展开深入
研讨。

守住文化的根

“西湖龙井茶的‘根’在文化，
‘魂’在文化、‘芯’在文化。”虽然
各种场合中，常常为西湖龙井茶丰富
而悠久的文化内涵“代言”，但此次
论坛上，杭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杭州
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何关新在主旨演
讲中两次提到，传承和保护西湖龙井
茶文化需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何关新认为，更好传承和发扬西
湖龙井茶文化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分别是以人文本，强化西湖龙井手工
技艺传承；三产融合，构建杭州茶文
旅发展新格局；创新引领，开发茶产
业跨界融合发展新功能；文化为媒，
弘扬西湖龙井茶史、茶人、茶事。他
直言，杭州虽然是西湖龙井茶的原产
地，但目前西湖龙井制作技艺的非遗
传承人屈指可数。因此，建议有关部
门加大非遗立项和非遗传承人的审评
力度。也要抓住明年在杭州举办第十
九届亚运会的契机，构建茶文旅融合
新格局。

何关新说，去年，杭州市茶文化
研究会与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启动了
《龙井寻踪》（西湖龙井茶人口述史）
一书编撰工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
发行《西湖龙井通鉴志书》，进一步
夯实杭州茶都的文化根基。

今年恰逢中国茶叶博物馆建馆
30周年，谈起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茶
产业发展，该馆馆长包静深有体会。
如何积极发挥博物馆自身优势，实现
文化赋能，助力西湖龙井茶产业的发
展，她总结出四个入手的方向：构建
形成中茶博独特的西湖龙井茶文化的
媒体传播体系；构建多层次、个性化
的西湖龙井茶文旅活动体验体系；构
建以西湖龙井为文化核心的系列课题
研究体系；构建西湖龙井茶文化相关
展览提升及成果展示体系。

“未来在中国茶叶博物馆，不仅
将呈现文化内涵更丰富、体验更多样
的西湖龙井专题展览，还将引入智慧
博物馆的思路，无限外延服务观众的

创新空间，融入旅游理念，线上线下
均可观展。”包静说。

立稳质量的基

质量，是任何产品美誉度的根本
保障，西湖龙井茶当然也不例外。如
何立稳质量的根基，使西湖龙井茶在
传承、保护中得到健康发展，是论坛
上各方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
员姜爱芹以“质量为基、标准先行”
为题，分享了自己对西湖龙井茶标准
化的探索和思考。她认为，首先要从
源头树立标准化理念，包括产区标
准、科学种植、采摘标准、安全标准
等，在此基础上，将茶园打造成第一
个车间。她也提出，要将生产加工隐
性技能显性化，显性知识标准化。
如，打破“看茶做茶”的经验主义作
法，将口口相传的传统隐性制茶技能
提炼形成知识点，通过图文、视频等
形式进行显性化传播，提高生产加工
的标准化程度。另外，要建立基于消
费者视角的产品标准化评价体系。

作为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也是
“狮、龙、云、虎、梅”老字号产区
的西湖风景名胜区，近年来，在推进
西湖龙井茶高质量发展方面实行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杭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局局长李慧敏
介绍，该区首先以高标准带来高质
量。《美丽茶园创建规范》《西湖龙井
茶园生物防治技术规范》《龙井茶
（西湖产区）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化运
用管理规范》等一批新的地方标准先
后出台，同时制定了浙江省内首个茶
叶团体标准——《狮峰龙井茶》，为
目前龙井茶高端产品标准。“在高标
准的引领下，近年来，西湖龙井茶核
心产区茶农茶青的售卖价格以每年

10%~20%的速度递增，部分茶企的
预订量和销售量也可以达到翻一番的
水平。”

李慧敏说，在加强监管、保护资
源、传承非遗、绿色发展、实效宣传
等方面，管委会也以多种途径助推西
湖龙井高质量发展。

擦亮金字招牌

西湖龙井品牌知名度高，品质
好，价格也相对较高，由于在技术上
造假难度不大，近年来以假乱真的现
象时有发生，满足了不良商户的欲
望，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严重损害
西湖龙井茶品牌形象。如何保护好这
块金字招牌？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种业
管理处副处长申屠姣表示，开展西湖
龙井茶保护管理立法，是珍惜呵护这
一优秀历史品牌的坚强保障。她介
绍，目前《杭州市西湖龙井茶保护管
理条例》已列入2021年度杭州市立
法正式项目，计划于年底前出台实
施，以立法形式推进西湖龙井茶品牌
综合保护。

作为茶企代表，杭州西湖龙井
茶骨干企业联盟执行主席游红英则
提出，要在行业自律中提升西湖龙
井茶品牌保护的责任担当。“我们已
进入高质量建设的新时代，保护和
经营好西湖龙井茶品牌，对我们而
言，就是要以企业品牌塑造来进一
步打造‘西湖龙井’区域公用品
牌，做到诚信、守法、廉洁经营。”
游红英介绍，杭州西湖龙井茶骨干
企业联盟由 9家主席单位发起，一
共17家企业，于2020年 1月成立。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联盟积极实
施品牌战略，引领“西湖龙井”高
质量高品质发展。

传好手中的技

去年3月 3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杭州时，观摩了西湖龙井茶的手工炒
制。时隔一年，有幸在考察现场与总书
记对话的西湖龙井采摘和制作技艺省级
非遗传承人樊生华讲起难忘的那一幕依
然激动，他也讲述了自己从13岁炒茶
开始，对西湖龙井手工制茶技艺几十年
的坚守和传承。

“我希望不光我的几个徒弟，整个
西湖龙井产区的年轻人啊，都要学会
炒茶。把茶叶再炒好一点，等到我们这
辈人老了，就要靠他们炒出正宗的西
湖龙井来给我们吃了。时光荏苒，时不
我待，我会倾囊相授，满怀信心，翘首
以盼!”

“做茶也是做人，认真做茶，把茶做
像样，守住底线，做好传承，让西湖龙井
这张金名片一直闪耀下去！”樊师傅的几
句话，引来现场茶人的热烈鼓掌。

其实，论坛开始前，一个短暂的环
节便引发全场的第一个高潮——2021
年首届“狮峰龙井茶”制作技艺传承赛
颁奖，6位年轻的茶人喜获奖励。获得
金奖的“80后”小伙子俞志华是西湖
风景名胜区九溪村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他表示，虽然当下会炒茶、有兴趣炒
茶的年轻人已经非常少了，他也仅仅学
会一年多的时间而已，但他一定会坚持
下去，并且努力去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我希望让父辈们放心，有和我一样的
一批年轻人，一定会把传统的手工炒茶
技艺传承下去！”

主持论坛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副所长江用文表示，此次论坛
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
湖龙井茶保护发展的重要指示，并引
起更多人对西湖龙井茶保护、发展的
关注和重视。

共同守护这片千年茶园
——西湖龙井茶保护与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好山好水出好茶，一芽一叶吐芳
华。如今，在福建，从武夷山下到古雷
湾畔，从太姥山巅到九鹏溪畔，那一片
片碧绿的茶园，一座连一座的茶山，已
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打造茶叶数字化营销平台、实施茶
产业“345”高质量发展工程、扶持茉
莉花茶的品牌建设和推广……近日，福
建省政协委员围绕茶产业发展打开了话
匣子，就如何擦亮闽茶品牌做大闽茶产
业积极建言。

宁德是福建也是中国茶叶主产区之
一，“福鼎白茶”享誉海内外。蓝瑜委
员表示，福鼎打造了“白茶”公共品
牌，以此为产业赋能，诞生数以百计
的企业品牌和数以千计的供应链企
业，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创造了白
茶内销百亿总产值的奇迹。下一步，
建议鼓励宁德各县重点发展白茶，以
福鼎白茶为中心和模板，打造各县、
区白茶公共品牌，分享福鼎白茶公共
品牌红利。同时，以福鼎中国白茶中
心为集散中心，形成宁德白茶五指握
拳格局，抱团发展。

“武夷岩茶与贵州茅台酒相似，都
是特殊地理位置产生的独有产品，不可
替代。”吴志明委员认为，由于一些茶
企过度炒作，岩茶最高时一斤被人为炒
作到二三十万元，再加上部分茶企因过

度包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无序竞争
等因素影响，存在信誉度持续下降问题。
要想打造一家新的千亿级绿色经济龙头
企业，需要制定统一标准，加强市场监
管认证，争取早日实现“武夷山岩茶专
卖平台”在香港和内地主板上市，并通
过市场化手段做大做强，逐渐形成对市
场的有效引导监管，走出一条类似茅台酒
的上市之路。

在郭学军委员看来，目前，福建省大
部分茶企销售模式仍以经销商批发、门店
销售的线下渠道为主，线上销售额仅占销
售总额5%~15%，其实，线上市场十分
广阔。为此，他建议，采用“政府支持、
国企牵头、龙头参与、投运分离、市场运
作”的模式，打造“福茶网”茶叶数字化
营销平台，把省内茶企在全国各地的5万
多家门店融入平台，发挥线下门店作用，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就近为用户提供产品
丰富、形式多样、物有所值的市场服务，
实现线上线下共赢。

肖文华委员对此深有同感，建议大力
开展“国货之光闽茶担当”茶叶品牌建设
与推介行动。此外，进一步通过组织茶领
域顶级专家和主流媒体来闽考察、拍摄大
型连续剧再现闽茶海丝历史，搭建线上线
下一体化数字化平台，扩大闽茶品牌影响
力，推动全省各类茶品形成合力，共同促
进闽茶走出国门。

擦亮闽茶品牌 做大闽茶产业
——福建省政协委员热议茶产业发展新趋势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浙江的春天，清晨
带着一丝凉意。6点不
到，宁波市江北区慈城
镇的茶农陈爱珍就戴着
竹编斗笠、套起袖套、
背上竹篓，带着十几个
采茶工开始了一天茶叶
的采摘。

用食指与拇指夹住
叶间嫩梗的中部，借着
两指的力道将鲜叶摘
下，这套动作对于种茶
21 年的陈爱珍来说已
是信手拈来，找准目
标，下手精准。

“只要上山采茶，
我们一采就是一天，从
早上6点一直到傍晚5
点多，忙起来的时候连
饭都顾不上吃。”陈爱
珍说，她家有十几亩茶
园，自己根本忙不过
来，每年都要招一些采
茶工一起忙碌。这些年
来，这些茶树已成了家
中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太阳逐渐升起，清晨的阳光
洒落在陈爱珍等茶农们的身上，
此时，背篓里新鲜的嫩叶已经铺
上了厚厚的一层，似乎给这个春
天增添了新的暖意和希望。

说起茶叶，有着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之称的慈城已有几十年的
种茶史了。“现在种的乌牛早、
龙井43号等茶树种都算是新品
种，在慈城，老人家更耳熟能详
的是慈城老茶。”慈城镇公有村

党支部副书记任寅杰介
绍，自己家从爷爷辈就
开始种茶，“那时候种茶
的人不多，一个村只几
户人家，当时的慈城老
茶不仅春季能采摘，夏
天、秋天都能采，几乎
一年四季都能出茶。”

说起老茶，喝了几
十年茶的任寅杰还是独
爱这一味。“新茶鲜爽，
老茶又是另一番滋味，
一般能冲泡五六道，越
泡越有味道。”任寅杰
说，就在前几天，还有
人特意从市区到村里来
买老茶。

在几十年前，慈城
的 茶 农 们 还 制 作 过 珠
茶。“制成的茶叶像米粒
一 样 ， 一 颗 一 颗 圆 圆
的 ， 那 时 候 村 里 有 茶
厂，茶农们采摘加工完
就能出口。”任寅杰回忆
道。

如今，慈城镇有 100 多户茶
农，共有茶园4000余亩，茶树品
种以龙井 43 号、黄金芽、乌牛
早、鸠坑等为主。近年来，为了给
茶农拓展销路，村里的乡贤们通过

“线上＋线下”模式，双管齐下公
益助农，给茶叶换上了新包装，让
慈城的茶叶有“里子”，更有“面
子”。今年预计公有村、南联村、
金沙村、五联村等整个云湖片区茶
叶产量将超万斤，定会带给茶农带
来一个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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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羊城，踏寻儿时记忆，3
月我再次来到广州。

我的童年随家人因工作关系住
在白云山。那时，只要有空，特别
是假期一定要来越秀吃早茶，然后
逛逛越秀公园、海珠广场，看看珠
江。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越秀不仅是广州城最古老的城
区，也是我童年时代和发小一起玩
耍的地方。这里有海珠桥、北京
路、圣心大教堂、大佛寺和各式早
茶店。新广州给越秀带来了新鲜的
时代气息，却也抹不去广州人最爱
的早茶。儿时，一大早出门在路边
店饮茶吃早点，倒也记不住店家的
名号，只是习惯成自然。在广州，
早茶不只是饮茶，更是聚会、交
友、聊天的形式，是广州人的生活
方式。记忆中的早茶店是老广州人
的每日必经之地，一家老小居家生
活的乐趣仿佛都在早茶时分。

过去人们常说“食在广州”，
而早茶似乎只是一种习俗。现在
的早茶店是“网红”，人们都要提
前预约，常常会出现到店要坐等
很久的场景。早茶已然成了一种
时尚、一种生活态度。人们来得
可以很晚，只为了放松一下、吃
个饭，而又无关乎早饭和午饭
了。来得早打折多，来得晚了就
当吃饭了。于是，回到广州的第
二天上午我和友人就去一家茶楼
吃早茶。这家茶楼位于越秀区老
街处，大厅里几乎座无虚席，人
们的交谈声、自动饮茶机和碟碗
的撞击声竞相入耳。有看报的、
有聊天的、有听音乐的、有吃饭
的、有品茶的，好一派其乐融融
的生活场景映入眼帘。

打开菜单你会发现，茶在早茶
中似乎只是配角。菜品种类繁多、
做工精致、口感甚佳。细数下来，
金枕榴莲酥、至尊虾饺、潮州焖猪
肚、马蹄糕、白兔饺、豉汁凤爪、

瑶柱糯米鸡、川芎泡爪、上汤云吞
面、酥皮双皮奶、皮蛋瘦肉粥、滑鸡
粥都是最爱。恍惚间后悔儿时没有记
住更多的菜品了。转眼间我们已经点
了一堆美食，环顾四周便知我们是外
地来吃早茶的。因为，当地人似乎没
有我们点得多、点得全，我们完全是
在“恶补”早茶。

曾几何时，早茶是老广州人的专
享，现在游客来的很多，到了周末或
者晚上更多的年轻人也纷至沓来。早
茶早已超越了老广州的生活内涵，它
是现代人休闲生活的内容之一，也是
放松、省亲、访友、商务会谈的场
所。当现代都市人住惯了高楼大厦的
时候，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历史的追
忆便成了一种奢望，茶楼与早茶则承
载了这种寄托。人们在这里“独处”
于喧嚣之外，远离现代，感受生活的
质朴与简单。当手机等智能终端成为
时代符号的时候，叹茶面对面的交流
显得格外真实和亲近。

如果说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应该是
紧张和快节奏，那么，在广州你也可
以感受到生活的另一种真实——

“慢”——早茶就是如此简单、慵懒
和惬意。广州的“慢”是人们只有在
紧张工作和经历繁华之后才会有的真
实写照。如果说广州体现了现代与古
老的共存，早茶则是体验广州生活传
统的最佳选择。

现在的广州是一座国际化大都
市，越秀区作为广州的古老城区也充
满了现代意识和气息。珠江新城和小
蛮腰早已成为广州的新地标；广州容
纳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接纳了多元的
风土人情，早茶也成了广州独特的文
化符号。

也许早茶的简单即是生活的真
实，简单生活何尝不是一种现代人的
追求呢？

（作者为安徽大学教师、中国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
成员）

越秀早茶看广州
于川

海拾贝茗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春
茶收获的季节。在安徽省舒城县舒茶
镇石塘村二古尖山上，古尖香茶场栽
种的1000多亩茶园悄然吐绿。

“今年春茶发得特别早，我们现
在来得也早，勤采的话，一天能赚
200多块钱。”该镇三拐村采茶工汪
美桃说。

“幽丛半吐翠芽短，提采春茶手
留香”。自3月4日开始，古尖香茶
场便进入今年的春采季。这些天来，
茶山上每天都汇集着400多名采茶
工，她们笑迎春风，充满干劲儿，采
摘着皖西大地的第一缕新芽。古尖
香茶场以每斤50元的价格从采茶
工手中收购鲜叶，采茶成为当地群
众在春季的主要收入来源。

“今年，我还有一个惊喜！”古尖
香茶场场长吴绳友言语间略带神秘。

原来，在古尖香茶园，有一株百
年古茶树。吴绳友用了整整8年的
心血，以这株古茶树为母本，通过无
性系栽培技术培育出了近300亩茶
园。2020年，吴绳友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用新培育的茶叶炒了几斤干
茶，悄悄地送到北京、上海等地参加

全国各类茶叶评比大赛，没想到一年
之间就拿了1个特等奖、3个金奖、2
个银奖。今年，他卯着劲儿，希望将新
品正式推广上市。

其实早在40年前，当时才20岁
出头的吴绳友到山上采野茶时，便无
意中瞧出了这株茶树的特别之处。

“当时我发现这株茶树较其他茶树
更为粗壮高大，叶片摸在手里也是厚润
顺滑，没有其他叶片的粗糙感。当年春
季我就把这株茶树上的茶叶单独进行
炒制，发现口感也大不一样，香气非常
足，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回想起当年的
尝试，吴绳友仍难掩兴奋和喜悦。

到了2013年，吴绳友突然灵机一
动，这株古茶的味道如此特别，为何不
利用它的枝条培育出更多茶树呢？说干
就干，如今这300亩繁育出的茶园已经
成了吴绳友心中的“宝贝疙瘩”。

吴绳友以绿茶工艺进行炒制，成
茶有一种自然持久的铁观音香气，为
此，他给茶叶命名为“绿观音”。

“从目前长势情况来看，在3月底
左右，大约有100亩绿观音可以采摘。
相信届时绿观音一定会让茶客们惊艳
不已。”吴绳友说。

安徽省舒城县舒茶镇：

百年古茶话神奇
周先才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3月30
日，以“构建出口贸易新体系，引领
精制川茶国际化”为主题的第三届
中国（夹江·峨眉山）国际绿茶出口
发展论坛在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举
行，共吸引了全国茶叶出口重点企
业等300多人出席会议。

会上，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陈
长明表示，乐山市现有茶园面积
135万亩，茶叶总产量14.1万吨，其
中绿茶出口3.2万吨，茶产业已成
为乐山优势产业和农民持续增收支
柱产业。此次借助绿茶出口发展论
坛这个平台，将为做大“全国高山绿
茶发展核心区”“精制川茶出口引领
示范区”，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
牌贡献乐山力量。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杭州海关食品处处长郝跃介绍，

2020年我国茶叶出口量34万吨，创
汇24.4亿美元。当前世界遭遇百年未
有的大变局，国际贸易格局面临深刻
变化，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茶叶出口
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当前能够
看到中国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在不断
加强，随着乡村振兴和网络营销的发
展，海关总署将加强与出口企业的沟
通，一起维护市场秩序，并同相关部门
为出口企业创造条件。

为促进乐山市茶产业集群发展，
论坛期间，乐山市成立了绿茶出口联
盟，并举行了成立备忘录签订仪式。本
次备忘录的签订由乐山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峨眉山市、夹江县、犍为县、沐川
县、马边彝族自治县5个区县协商而
定，备忘录的签订标志着乐山市茶产
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踏上精制川茶国
际化发展的新阶段。

茶企齐聚四川 共商绿茶出口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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