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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中国茶中国茶 在冬奥在冬奥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技”亮冬奥

近日，一则短视频风靡网络。在视
频中的北京冬奥村内，多位外国运动员
围拢在一起，高举手机拍照录影。

他们视线的主角——正是一个智能
泡茶机器人。只见这位“茶艺师”长着
一双六轴长臂，行动灵活多变，正左右
开弓，冲泡中国茶。它左手投茶，右手
持壶注水，进行定点旋冲。动作娴熟、
干练，还会使用盖碗，泡茶功力显然不
可小觑。

一位美国运动员忍不住现场“尝
鲜”，品饮过后，点头称赞，这不禁让
镜头前的各位看客口水直流、称羡不
已。这样的科技与茶文化的融合，不仅
让人们大开眼界，吸引大家走近中国
茶，同时也彰显出科技助推茶业发展的
现状与前景。

为了能更精准地一展中国茶的魅
力，这款机器人在科技含量上下足功
夫。它的身上有几个关键要素：六轴双
臂，可以支持复杂的冲泡动作，来保证
饮品口感；机械抓取，可以根据抓取的
物体来调整力度和距离，抓取精准，保
证高品质制饮的稳定性。同时，它还有
一只“智能”大眼睛——深度相机，可
以实时监控双臂状态、饮品制作状态，
智能补差，确保机械臂的安全运行。通
过数据级视觉训练、足够时长的双臂调
教、AI学习等，让这位“茶艺师”泡
茶技法有模有样。

不仅如此，这位“茶艺师”还是位
时尚达人，脖颈处有一圈细条“围
巾”，上面带有一个炫彩指示灯，显示
24小时处于工作状态。无论国内外的
运动员何时想喝茶，都可以随时来这
里，享受一杯科技范儿十足的中国茶。

“香”飘冬奥

北京2022年冬奥会不仅是体育盛
会，也是媒体盛会。在各个场馆内的媒
体休息区，更是少不了中国茶亮相和服
务的机会。

记者注意到，不少场馆内的媒体休
息区又唤作茶歇区，这里除了泡面、水
果等补给物资外，总会有一个区域专门
放置中国茶。白底绿字的独立包装上，
清晰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绿茶。

2月7日晚上11点，一位外国记者
匆匆来到首都体育馆媒体休息区，他迅
速抓取了两样东西便离开，一样是士力
架、一样便是中国茶。“味道非常好，
清香扑鼻，我很喜欢。困了或累了的时
候，我们就会喝一杯，人会感觉很精
神。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必备品了。”这
位记者对中国茶并不陌生，除了绿茶，

他还很喜欢红茶和乌龙茶。“茶是中国
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在这里看到茶，我
一点也不意外。”

首体休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每天要准备300包左右的茶包，看
到少了便及时续上，一天的消耗量能达
到百分之六七十，平日来取茶的中外记
者都有。

中国六大茶类之一的绿茶，对于
此时节奏快、日程满且熬夜居多的媒
体记者而言再适合不过。它清香高
扬、滋味鲜爽，饮毕，会唇齿留香，
同时又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和维生素，
在给记者提供独特的味蕾享受时，也
可以提高大家的免疫力，具有消炎、
提神的功效。

“盏”放冬奥

“买冬奥，靠手速！”最近，冰墩墩
火了，北京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内的抢

购热潮也成为冬奥的另一道风景。购买一
件热销品、带走一份冬奥纪念，已然成为
当下的新消费时尚。在此期间，紫砂茶
壶、茶杯、建盏等具有茶元素符号的冬奥
特许商品，也通过其浓郁的非遗文化特
色，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记者眼前的这款建盏，便是凭“颜
值”出圈。它名为冬奥官帽茶盏，口径约
8厘米、高约 6厘米，金边“镶”在沿
口，盏内是清新、绚丽的“天霁蓝”斑
纹，样式精巧、颜色亮眼，造型复刻了传
统建盏竖口器型，底部还刻有北京2022
年冬奥会会徽。

“之前上架的冬奥官帽茶盏已经抢售
一空，春节后正准备开工，会陆续‘补
货’。”制作者、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菅传
义介绍，经北京冬奥组委授权，冬奥官帽
茶盏已经在工美大厦一层官方特许旗舰店
发布，全球限量发行2022套。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按照今年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

题，我特意烧制出天霁蓝这种主题色，
寓意未来与梦想。”菅传义坦言，他所
采用的原料是单一矿石，由于原料含铁
量高，可塑性不强，因此烧制过程比较
困难。

“比如盏底下方的会徽，刻印时必须
要找准时机。为了保证会徽完美呈现，需
要在湿坯晒到 30%干燥度时进行修坯，
并在底部印刻。建盏烧制要经过练泥、揉
泥、拉坯、上釉、烘干、焙烧等20多道
工序。它最终的釉面结晶造型，我花了4
个月的时间才打磨出炉。”

一件斑纹优美的佳品诞生，通常要
建立在大量的废品和次品基础上。由于
严格的品控要求，建盏的成品率只有
20%。

“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这件国际盛
事中，让中国传统非遗建盏的魅力被更多
人看到，这是我的荣幸。希望借助这一平
台，让建盏能够以中华传统技艺礼遇海内
外宾朋、走向世界。”菅传义说。

在全民庆冬奥的氛围中，中
国茶和冬奥会碰撞出了奇妙的火
花。《茶叙冬奥》 栏目的推出，
给热火朝天的赛事添了一抹
茶香。

创办者石若刚现任北方十六
省市茶业合作联席会议执行主
席、河北省茶产业促进会会长。
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创办该栏
目的初衷是引导中国茶更好地融
入人们的生活，更好地走向
世界。

“世界杯比赛期间，酒吧往
往火爆；观看日本的相扑比赛，
居酒屋的清酒比较受人青睐；北
京冬奥会的举办，就是中国茶与
体育赛事接轨的一个非常好的契
机。”石若刚这样认为。于是，
《茶叙冬奥》栏目应时而生，以
茶为题，将种类丰富的中国茶与
各项冬奥赛事有机结合，让人们
在激情观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茶
文化的魅力。观看滑雪比赛的同
时，泡上一壶回味甘甜的岩茶可
谓十分应景，而一杯香甜味醇的
红茶，则是欣赏优美婀娜的花样
滑冰时的不二选择。

品茶观赛，其乐无穷！“茶
与奥运其实也有着很深的渊
源。”在《茶叙冬奥》里，石若
刚还讲述了百年奥运与茶的不解
之缘。1932年，第三届冬季奥
运会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这
也是中国第一次派队参加冬奥
会。本届冬奥的联合举办地张家
口，是中国“万里茶道”的重要

节点，18世纪，中国晋商正是
通过万里茶道与俄罗斯商人展开
茶叶贸易，茶也成为国际社会认
识中国的一扇窗口。回忆起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石若刚
仍然十分骄傲和激动。他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茶
进入奥运、走向世界具有很重要
的意义。在这场中国作为东道主
举办的奥运盛会上，中国茶品牌
的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

说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
于中国茶推广的意义，石若刚认
为，冬奥会将大大助推中国茶产
业的标准化进程。中国茶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连接古老

的中国茶文化与现代化大型国际
体育赛事之间的桥梁正是产业的
标准化。中国茶产业接下来的方
向就是严格把控茶叶种植、生
产、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形成
规范化、系统化的产业链条，打
造梯次性的产业体系。

“我们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生产标准，在食品安全、品质规
范这些方面更好地与世界接
轨。”石若刚希望，借着奥运会
的东风，使茶成为中华文化和中
国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奥运
会只是一个开端，未来，希望中
国茶的影子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
际赛事中。”

茶香袅袅话冬奥
实习生 宋泽晖

茶为国饮，新春佳节里，自然少不了茶的身影。
年茶习俗，古已有之。《红楼梦》中，曹雪芹就描写

过袭人回家吃年茶和寺庙举办新春茶礼等活动。我国幅员
辽阔，风俗各异，年茶习俗也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可谓
多姿多彩。然而，无论何种形式，其体现的精神实质，都
有着浓郁的中国味道，深藏着茶文化的精髓。

一味“礼”。我国有客来敬茶的传统，礼是茶文化的
重要内容。在春节年货中，茶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客人来
拜年，先为其泡杯茶，几乎是大江南北的惯例。在拜年礼
品中，茶也是备受青睐的一种。在闽西、粤东的客家地
区，年关来临或正月出门时，甚至还有“送茶料”的习
俗。主要是送桔饼、陈皮等茶点，用毛边纸包好，再贴一
小块红纸以示新春祝福。

二味“情”。一杯清茶中，往往承载着浓浓的情谊。
年茶习俗中，大多以茶为媒，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团
聚，交流感情。广州地区爱吃早茶，粤语称“叹茶”，大
年初一，广东人喜欢一大家子相聚茶楼，叹叹茶，一杯杯
茶，一句句贴心窝子的家常话，大半天的时光消磨中，是
团聚的温情与喜悦。在江南地区，春节时还有喝春茶的习
俗。从大年初一开始，大家轮流做东，请亲朋好友到家中
喝茶。轮到做东的主人家，当天清晨，会派人逐户相请，
称为“喊吃茶”。喝春茶的茶叶多为上好绿茶，茶点也很
丰富。春节期间，亲朋好友每日相聚，每天换一家，直到
每家轮完一遍后，喝春茶才算结束。在一日日茶汤的滋养
下，亲朋好友的感情也日渐升温。

三味“盼”。春节是辞旧迎新之时，年茶习俗中，
祝福并期盼新年越来越好也是应有之义。浙江一带爱喝
绿茶，大年初一的清晨，人们会在碧绿的茶汤中加两颗
橄榄或金橘，称为元宝茶，寓意“喝碗元宝茶，一年四
季元宝来”。在福建福安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语，

“年头三盅茶，客符药店材无交家。”意思是年头喝下三
杯茶，这一年一定事事顺心，远离官司和疾病。可见这
三杯茶，有了保平安的象征意义，承载了人们满满的祝
福与期盼。

四味“新”。在一年年的年茶习俗中，有传承，也不
乏创新。从2020年春节开始，中国茶人新春茶会 （又称

“茶人春晚”）面世，并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茶人关注并
参与。2022年茶人春晚在线上举办，以“沸腾的茶”为
主题，近6小时里，主持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以一
种轻松愉悦的方式带领着屏幕前的茶友，一边盘点和展
望茶界大事件和热点话题，一边欣赏精彩纷呈的节目，
围绕一杯茶，呈现了一场立体思辨和视觉享受的双重盛
宴。该晚会起源于2019年底国际茶日的设立，主办方希
望，在每年小年夜，通过举办这场爱茶人的晚会，凝聚
更多爱茶人的力量，共同创造茶行业的美好未来。

一杯年茶，几多滋味。这滋味，饮者当有体会。这滋
味，正丰富着人们的春节生活，滋养着人们的情感世界，
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望。

年茶四味
纪娟丽

坐标杭州。
虎年春节将至，街道两旁挂起的红灯笼提示着人们，

奔跑的牛年已经只剩下尾巴，得赶紧计划一下，吃顿有仪
式感的年夜饭，辞旧迎新。

然而，生活总是会给你带来成长的考验。除夕前夜，
又一起疫情在杭州市滨江区被发现了，病例很快扩散到了
其他城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杭州的战“疫”
工作越发精细，确保多数人的生活不至受到太大影响，但
行程码带星还是成了全城市民逃不掉的标记。

“倡导留杭过年”“非必要不出市”，在政府的号召
下，人们纷纷也亮出自己的态度。经历了G20峰会的杭州
市民都很明白事理，大家微笑着在朋友圈里“哀嚎”比
惨，退机票、退酒店。毕竟战胜疫情，每个人都有责任。
回不了老家，就待在新家；去不了远方，就沉浸在茶乡。
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春节，我们喝茶吧！

大年初二，本来是走亲戚拜年的时间，妻在医院上
班，娃在书房学习，我去楼下剪了一枝白梅、一段红色的
南天竺叶子，回家插个花瓶。开灯，摆两小碟干果。烧
水，泡一杯珍藏的西湖龙井。顿有春意盎然。

有好茶时刻，不能独享。我用手机拨通妻的视频，她
穿着一身防护服，正在街道办事处的集中核酸检测点忙
碌。我向她举茶相敬，叫她注意保暖。她转身也拿起一个
冒着热气的杯子向我示意，说热心市民送来了姜茶，让我
放心。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在战“疫”时成为“大白”。我想起
昨天在微信里向我吐槽的一位好友，他所在的小区被管控
了。他想着既然不能回老家过年，就申请去做志愿者，结
果被社区工作人员告之，可以先登记，但因为不是党员，
暂时轮不到。我拨通他的视频，关心一下他在管控区的居
家隔离生活。想不到视频接通，他也正在喝茶，而且是一
家四口围坐品茗。十岁的女儿正对着平板电脑，一板一眼
地学着泡茶，其乐融融。也许，这个家人围坐、灯火可亲
茶可温的场景，会成为他们家日后每年春节的年俗吧。

爱茶的人朋友多，手机微信里，有一个500人的茶友
群，这里面有种茶的茶农，卖茶的茶商，研茶的茶博士，
更多是像我这样的喝茶爱好者。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
州茶事多，群里永远不缺少分享的话题，即使在春节，除
了刷屏的拜年吉祥话，依然有关于茶的新鲜事。比如杭州
电视台最近开播了专门介绍茶知识的栏目《茶世界》，每
期的视频都会在群里转发传播。

气象局的专家在群里晒出天气预报，明天杭州有大
雪，提醒茶农注意茶叶防寒。群里有人在欢呼，杭州难得
下雪，这下终于有机会去梅家坞飞飞刚买的无人机，拍几
张雪地茶山的美景了。几个美女马上冒泡，自告奋勇说会
穿上鲜艳的衣服去当免费模特。果然每个人关注的重点不
一样。不过想想也是，降雪可能会冻伤茶树，但也会让人
欣赏到茶园雪景。就像春节遇上疫情，既然不能避免，那
就享受茶香吧。

（作者为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春节 抗疫 一杯茶
张治毅

本报讯 日前，载有1235吨“川茶”的四
川茶叶出口中亚专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发，
启程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拉开了新年

“川茶”出口的大幕。
随着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

流通道的打通，中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条件得
到优化，也为四川茶叶找到了“出海商机”。

此次茶叶出口专列货主方之一四川华义茶
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义开在四川省夹江县开办
了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茶园，建设茶叶出口种
植备案基地1.34万亩，以及茶叶初制车间和精
制车间。夹江县茶产业也迅速开始转型，到
2021年，对标欧盟标准，夹江全县建设标准茶
叶基地10.85万亩，其中出口茶备案基地超10
万亩。

“为达到欧盟标准，我们用诱虫灯等替代传
统化学防控措施，连间种的树种都特别挑选了
病虫害少的红豆杉和桢楠。”夹江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李秀林介绍。

去年4月，四川首列茶叶出口专列从成都发
往乌兹别克斯坦；11月，第二列出口茶专列再
次发往中亚。

“2021年，公司出口绿茶近4000吨，货值
超600万美元，在中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方义开说。

不止中亚，非洲、欧洲也成了川茶出海目的
地。“过去我们的茶叶作为原材料出口，没有品
牌，现在我们自有品牌的绿茶已经销售到了包括

摩洛哥、俄罗斯在内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四川百岳茶业董
事长蒋静伟说，目前公司有年加工能力2万吨的全自动出口绿
茶生产线，带动10万亩茶园的夏秋茶利用，辐射四川、贵州、
云南、湖北等地。2020年公司出口绿茶8000吨，2021年出口
达1万吨。

“仅绿茶出口带来的全程夏秋茶机采技术推广一项，就为农
民带来亩均增收2000元以上，茶业成为农民最青睐的产业之
一。”夹江县副县长薛怀军表示，夹江县已建成四川规模最大的
机采基地和全省最大的出口茶备案基地，出口绿茶加工能力位居
全国前列。

2021年，夹江县出口茶叶3.2万吨，出口额超10亿元，
四川茶出口量从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 5%跃升到 30%。

（余里 李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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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健康之饮，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
这一国际盛会上，怎会少了它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