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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人茶缘茶

业视点茶
情速递茶

初逢浙江大学教授、茶
学家刘祖生，是在上海的一
次茶会上。他当时 85岁，满
面红光、精神矍铄，谈起茶
树育种栽培、茶专业教学是
滔滔不绝、思维敏锐，完全
不像个老人。

5 年后的今天，90 岁的
他捧回“光荣在党 50年”纪
念章，言语间更添慈爱和活
力，唠起自己退休后的那些
事儿，依然少不了那股认真
劲儿。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西湖龙井的那抹绿，一直是茶友
们的心头好。如何更好呵护西湖龙井这张“金名片”，让茶
香飘得更远？近日，杭州市农业农村局会同杭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走进上海，推广西湖龙
井茶品牌保护管理工作，并首次发布《西湖龙井茶》团体标
准报批稿。

“西湖龙井茶现有茶园面积22404.4亩，其中一级保护
区 （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 面积 7369.7 亩，涉及茶农
10482户、茶企134家。”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在
介绍西湖龙井茶品牌保护管理有关情况时说，杭州市委、市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西湖龙井品牌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特别
是2020年以来，杭州以数字化为引领，全面推进“七个强
化”工作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其中，数字化管理系统通过建立电子账户、统一编号管
理等手段，实现了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环节的全程可追溯监
管。目前系统二期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未来将提供更加快
捷、智慧的农事指导和线上服务。

今年，《杭州市西湖龙井茶保护管理条例》也将出台，
该条例从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品质保证与提升、品牌保护与
标识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加强西湖龙井茶保护管理的刚性约
束。

而此次《西湖龙井茶》团体标准的制定，无疑为西湖龙井
茶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又添一锦囊。

相比以往行业标准，《西湖龙井茶》团体标准首次通过数
字技术和理化分析，对不同等级西湖龙井茶的感官品质、理化
指标进行规定，建立量化指标，对茶条外形中的形长、形宽和
芽尖叶尖比例进行了界定，对滋味中氨基酸含量、酚氨比和叶
底嫩度比例进行了科学评价，提高西湖龙井茶品质检测的精
度。同时，首次增加图像参考，通过色度指标，明确各等级汤色
的色度空间范围，建立可视化的直观鲜明的比对图像，提高西
湖龙井茶检测标准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还首次建立了西湖龙井茶全手工产品品质特征，
利用下沉比等数字指标将全手工和非全手工西湖龙井茶明显
区别，弥补了西湖龙井茶产品标准的空白，提高西湖龙井茶
品质特征的区分度和辨识度。

“目前本标准处于报批稿阶段，该标准的实施和发布对
于提升西湖龙井茶品牌影响力，稳定产品质量，突显西湖龙
井茶品质特色和促进手工炒制非遗技艺传承，都将具有积极
的推动意义。”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常务理事、杭州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所长赵芸说。

呵护“金名片”又添一锦囊
——《西湖龙井茶》团体标准报批稿首次发布

葛玲燕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7月12日，博鳌国际茶馆业发
展论坛暨2021年中国茶馆业年会新闻发布会在位于首都的
云南大厦顺利召开。

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茶馆行业办公室主任李守望介
绍，论坛旨在为中国茶馆业搭建一个国际性交流合作、进一
步扩大中国茶馆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平台。同时，集思广
益，共同研究解决关系茶馆业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长远问
题，加快中国茶馆向星级化、规范化、品牌化、国际化发
展。

此次论坛最大的亮点是“三个首次”：首次由国内茶馆
行业主管部门召开国际茶馆业发展论坛；首次发布《中国茶
馆行业数据报告》；首次开办大型展会，推动茶馆行业创新
和跨界融合发展。

李守望表示，届时发布的《2021中国茶馆行业数据报
告》，将对全国茶行业起到权威数据统计、行业业态引领、发
展动态前瞻、行业标杆解析的作用。论坛也将组织开展茶馆主
与行业专家学者的高峰对话，帮助茶馆主提供经营解决方案。
同时开办大型展会，为国内外茶馆品牌以及茶器、泡茶专用
水、中式茶点、茶食品、茶文创等提供展示空间，搭建直接对接
茶馆及茶产业链头部资源的全方位展示平台，为优质产品创
建国内、国际流通渠道。还将筛选一批茶馆优质项目进行孵
化与路演，助推茶馆业行业创新和跨界融合发展。

据悉，博鳌国际茶馆业发展论坛暨2021年中国茶馆业
年会将于10月17日至20日在博鳌正式举行，由商业饮食服
务业发展中心和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共同主办，届时将有各
界领导、专家学者、茶馆主等600余人参会。

博鳌国际茶馆业发展论坛
将于10月17日举行

7月11日，福建省福鼎市茶业电商直播基地成功落户
福鼎市双创中心，为福鼎白茶产业拉开“直播+”时代。

据了解，福鼎市茶业电商直播基地是福鼎市首家茶业电
商服务平台，是集培训孵化、共享办公、茶学空间、电商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共享平台。基地一期规划面积1200平方
米，开辟有共享直播间、共享茶室、共享办公区、共享审评
区等多个功能区域。

“茶业电商直播基地入驻双创中心，为我们的电商从业
者和大学生创业者打造了一个优质的共享平台。”福鼎市茶
业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蔡明明介绍，基地除了为入驻企业提
供共享场所，还能为企业提供专业直播人才的培养、输送和
运营上的辅导，并帮助企业优先享受国家相关的扶持政策，
助力企业进行资源融合和发展升级。

开幕式上，多家茶企业和文化传媒公司先后与福鼎市茶
业电商直播基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成为该基地首批战略
合作企业。

“我们企业主要是针对年轻人开发茶相关产品，而直播
主要面对的是年轻群体，与我们的营销思路和直播带货模式
不谋而合。”福鼎市多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晶
表示，此次和直播基地达成战略合作，主要是希望借助基地
吸收更多的直播专业人才，从而更好地贴合年轻受众，他也
相信通过直播带货模式，福鼎白茶产业将实现进一步发展。

福鼎市双创中心主任钟利晖同样看好此次直播基地的成
功落户。“目前来看，直播伴随‘互联网+’在各个行业的
渗透及应用已越发广泛，相信茶业电商直播基地的成立，将
能带动并助力福鼎市电商行业提档升级。”钟利晖说。

据悉，福鼎市茶业电商直播基地二期还将打造一个5G
直播基地，占地约1000平方米，预计将打造30～50个直播
间，为更多茶企提供专业的共享直播间，真正打造出一个自
主健康、具有福鼎地域特色的直播基地。 （夏岩缘）

福鼎白茶拉开“直播+”时代

一生的注脚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刘祖
生一直不舍得将其摘下。这枚纪念
章勾起了他无限的遐想。

“我在 1956 年的最后一天——
12月31日入党。到现在算起来，已
有 64年。”作为“生在旧社会、长
在红旗下”的一代，刘祖生的心理
和同龄人一样，深深地烙印着旧社
会的苦难，并对来之不易的新中国
的生活充满向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神圣的词
汇，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件特别
光荣的事。所以，我工作刚几年，

便早早写好了入党志愿书，一心想
要入党。”想想当年意气风发的模
样，刘祖生忍不住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培养
出来的第一代茶人。”刘祖生说。这
第一代说起来简单，背后历经的波
折磨难、先辈为之投入的心血难以
言喻。正因如此，受着党的恩情和
教育成长的他，立志要以自身所长
——以茶报国。也是从那一刻起，
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茶学人才，
成为他一生的追求所在。

爱党、爱国、爱茶，是他一生
的注脚，而这枚种子的栽培，来自
恩师的悉心指导。“1954 年，我跟
随我的老师、茶界泰斗庄晚芳先生
一道从武汉来到杭州，一直到他去
世，我始终和他在一个单位，一起
从事茶学教育工作。他是 1996年 5
月离开我们的，那年春节，我和夫
人去看望他。他当时给了我八个字
——以茶育德、以德育人。他一辈
子都是这样践行的。我将这幅字裱
起来挂在墙上，家中还有另一幅他
写 的 字 —— 中 国 茶 德 、 廉 美 和
敬。”刘祖生说，他始终难以忘怀
老一辈茶人在他心中的影响。

“‘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和
庄晚芳先生一样，一直希望中国能
从茶叶大国成为茶叶强国，而实现
强国梦，需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茶
叶人才。他们倾心培养了一辈子，
我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又将接
力棒传承了下去。”刘祖生说。

一份“迟到”的退休礼物

刘祖生退休至今，刚好20年。
前不久，他刚刚接收到一份特别的
礼物。

那是中国茶叶博物馆30年周年
庆的活动现场，他作为博物馆的老
顾问，受邀前去剪彩支持。当他们
参观到博物馆最具特色的一个项目
——嘉木园时，被眼前郁郁葱葱、
琳琅满目的茶树惊艳到了。

这是他退居二线以后，助力中国
茶叶博物馆一同参与打造的品种园，
不知不觉，已经为此参与了17年。
从当时只有内部陈列展，到一点点从
零做起，收集全球的茶树品种，栽
培、培育、选育，如今，这片嘉木园
内已有160个品种资源，有的乔木型

茶树甚至长到了15米高。
对于这位深耕茶树品种领域一辈

子、曾主持育成5个国家级茶树良种的
刘祖生来说，这真是他退休生活中再珍
贵不过的一份礼物。当年参与指导播撒
的茶种、选送过来的茶苗，如今已成参
天大树，撑起了这800平方米的绿荫，
更挺起了中国打造茶树品种强国的腰板。

“退休了，依然要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为党发挥一点余热。”由于身体
硬朗，刘祖生还是老茶缘组织的“活
跃分子”，一直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
动，只要是周边茶企、茶厂有需要，
他能帮上忙的，都很乐意到现场去指
导。偶尔爬爬茶山，对于这位耄耋老
人而言，也丝毫不在话下。

感觉更年轻了

“2013年9月7日，来了5个人：刘
畅，浙江人，爱好打篮球，导师……”

走进刘祖生的家，你会被记在一
个小本本上，从名字到籍贯到年龄到
喜好，事无巨细。这个本子被刘祖生
亲切地称为“师生茶友来访登记本”。

这位工作时便以认真著称的老
人，始终还是老样子。他一直都有记
笔记的习惯，前段时间他的这个习惯
又派上了用场。

2022年，浙江大学茶学系即将迎
来建系 70 周年。70 年来，由于种种
原因，整个系的发展较为坎坷、波
折。从合并到分家到系址的来回更
换，不少珍贵的材料由此散失。但如
今要整理建系 70 周年大事记，确需
要相应的事实佐证。

刘祖生的笔记本、日记本有了用
武之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算起，
他累计的笔记本有几十本之多，将其
全部贡献了出来。只要有需要把历史
梳理出来的地方，他都认真地翻阅笔
记，帮忙佐证和厘清出来。

刘祖生的家更是年轻学子们经常
串门的地方。

“几乎每周都有同学来喝茶、交
流，一来二去，感觉自己也跟着年轻
了。”刘祖生笑着说。那些国家级茶
树良种、省级审定良种选育的经验，
那些老一辈茶人的风骨，在他的娓娓
道来中，愈发显得生动、有趣，激励
着一届又一届学子们。

“想想以前的我们，当时学习条件
很差，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却很好。现
在与之相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茶
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好，我们的事业
后继有人，相信茶叶强国梦——我们
这一代怀揣了一辈子的梦想，在不久
的将来就会实现。”刘祖生说。

这位老茶人不简单
本报记者 徐金玉

笑声朗朗，茶香四溢，近日，80位老茶人相聚
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双峰山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
——钱塘茶会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钱塘茶会是老茶缘（“浙江老茶缘茶叶研
究中心”的简称）的经典项目，是老茶缘为了进
一步加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工作搭建的重
要平台。

在现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浙江省功
勋特派员、“老茶缘”老专家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权启爱，与茶会上其他9位“光荣在党50年”的
老党员代表一起，在掌声中上台就座，讲起了
共同的心里话：精行俭德、以身报国，就是他们
的理想，他们一辈子事茶，一直在党的指导和
关怀下，践行着“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提倡的

“君子操守”和“茶人风格”！
“我今年已经92岁了，不仅我自己一辈子

爱党，还要让我的子子孙孙都爱党！”浙江大学
茶学系教授胡月龄目光炯炯有神。谁都知道，
她与刘祖生教授结为伉俪，相濡以沫，七十载
携手共谱茶学教育新篇章。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孔祥有早有
准备，献上精心题写、装裱的一幅“老茶人永远
跟党走”，正合了中茶所原所长、研究员程启坤
铿锵有力的宣誓：“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中
国茶叶博物馆的青年党员们用茶人特有的方
式，向他们敬上一杯茶、献上一束献花。薪火相
传，令全场人感到动容。在场的其他老党员、老
专家们也早已按捺不住，纷纷发出肺腑之言。

我国茶树育种的权威专家虞富莲，一直以
来为保护古茶树鼓与呼，力倡茶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在现场，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新一代茶人

要学习‘两弹一星’元勋、袁隆平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科研作
风。相比之下，现代的有些科技人员缺乏这种隐姓埋名、甘于寂寞、坚忍
不拔的精神，心态浮躁，急于求成。还有一些受利益驱动，甚至违背良心
为某些产品站台。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搞研究，只想出人头地，
很快走红。要知道与螃蟹一样，红了就死——科学生命也就完了。中茶所
去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陈宗懋团队，今年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的尹军峰团队，都是埋头苦干多少年才终成正果的……”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信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廉俭自律，无私奉献。茶人精神，也当与其一脉相
承，以‘奉献’为最高境界，我们中华茶人要永远心系党，为人民服务！”
老茶缘创会秘书长吴茂棋慷慨陈词。

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杭州联络处主任包
静表示，从吴觉农先生提出“中国茶业如醒狮般不甘落人后”的论述，再
到中国重回世界第一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老茶
人们的克己奉公、默默耕耘。他们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一样，胸怀赤
子之心，终身以茶报国，用毕生的心血，把最好的论文写在了祖国广袤
美丽的茶山上，为国家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最后，茶会以一首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圆满落幕，歌声表达了
老茶人永远跟党走的不变初心，他们称得上茶界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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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茶旅融合”是一
个流行度较高的词汇，似乎只
要是产茶区，必讲“茶旅融
合”。

然而纵观各地“茶旅融
合”的效果，又让人颇为生
疑。一是模式上千篇一律，殊
少爆眼球的新意，无非是“茶
园游互动+茶文化演绎+茶产
品销售”而已；二是茶之道终
究属于“小众”，在大流通市
场原本就供给充足直至过剩的
情况下，虽说挂靠旅游会有些

“增量”，但各地纷纷高调上马
又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
面，摊到每一家，还能有多大
的嚼头?

当然，不否认也有极少数
的传统大牌名茶，依托茶叶本
身的IP强势，“茶旅融合”做
得有滋有味。但明眼人都知
道，占绝大多数的那些后进
茶产区们，多半都玩了个寂
寞，“一包子劲”泄下来，

“茶旅融合”就退化为口号。
窃以为，要做好“茶旅

融合”文章，实现助力“乡
村振兴”的目标，在先决条
件上，至少要满足下列三个
要素之一，甚至全部，才可
能有所作为。

第一个要素是足够强势
的茶 IP。这中间，包含了茶
品质和茶文化。也就是说，
出色的茶品质和出位的茶文
化，是做好“茶旅融合”的
首要条件。

第二个要素是足够强势
的旅游IP。

第三个要素是足够精致
的 谋 划 。 什 么 是 精 致 的 谋

划？人无我有的玩法、难以复
制的爆点、攻心为上的宣推和
周密精准的模式。换言之，就
是要为目标客户量身定做新奇
的玩法，为市场打造引爆眼球
的话题，向消费者呈现从他们
收益角度出发的宣推，为全部
利益相关者设计能促成合力并
实现多赢的权利分配模式。

倘若上说成立，那么以此
反观当前各地的“茶旅融合”，
大多数一样都不占，又怎么能
够在原本就逼仄的市场上，占
有一席之地呢?

在此，我们以湖南省湘西
的“茶旅融合”之路为例，分
析一二。

大概在十多年前，湘西茶
业以“古丈毛尖”为最，看到
旅游产业的前景，有识之士已
经萌生“茶旅融合”的想法，
也做了一些实践。惜于“古丈
毛尖”品牌不够强大，茶产地
也没有一线景区，更受限于当
时的视野和商业意识，少有人
能作出惊天动地的精致谋划，
本轮“茶旅融合”始终不温不
火，未成大器。

随后，“保靖黄金茶”迅速
崛起，基于黄金茶和吕洞山区
的新一轮“茶旅融合”，得到了
湘西各界足够的重视，开展了
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尝试。
几年过去了，二线茶IP、N线旅
游 IP 和一般性谋划，终究没能
一炮而红，未能真正呈现“茶旅
融合”双火双爆的繁荣景象。

然而付出总有回报，时间在
无声中孕育变局。2021年 6月，
矮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晋级
国家“5A”，湘西的“茶旅融

合”，由此打开了一扇比过去宽
得多的“窗口”。

十八洞的“精准扶贫首倡
地”分量，矮寨大桥的国家地标
分量，加上国家级“5A”的身
份，在红色旅游浩荡而来的今
天，加上就近凤凰古城的侧应，
成为“一线旅游目的地”和“当
红景区”只是时间问题。从目前
形势看，将吕洞山区作为湘西首
个“5A”景区的辐射区一并打造
的湘西旅游新格局，应该不会出
现意外。吕洞山区为黄金茶主产
区，由此，“足够强势的IP”强
势就位。

从茶 IP 角度看，经过近十
年来的艰难经营，“黄金茶”目
前已经逐步显现出领衔湖南茶品
牌的趋势，进入“准一线”茶品
牌的行列，“江湖地位”与当初
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黄金茶种植面积已近
百万亩的湘西，获得了“茶旅融
合”所需两种 IP 的加持，双要
素齐备，高起点腾飞、高质量发
展，终于有所凭依。

至于“茶旅融合”的“第三
要素”——足够精致的谋划，
则需要旅游界、茶业界、传播
界以至更多跨界力量来提供。
我们需要清醒的是，“5A”新晋
带来的“茶旅融合”大发展机
遇，是一个“窗口期”，不是永
恒存在。所以，“第三要素”是
否有人组织，组织的效率和水
平，内容的创新性、操作性和
可能造成的影响力、吸引力，
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 黄 金 茶 为 基 础 的 湘 西
“茶旅融合”，仿佛能闻到扑面
而来的“时不我待”的味道。

“茶旅融合”支新招
吴 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老茶人献礼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