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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6日，正月十六。北国依
然冰雪覆盖，位居海南省白沙黎族
自治县的五里路茶园中，已是26摄
氏度的春天。

早上，茶园的当家人、海南省人
大代表符小芳就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她时而为远道来的热带作物专
家介绍早春茶的情况，时而指导着
合作社的黎族姐妹们在茶前的劳
作。一旁民宿中，她刚刚安顿下的几
位客人已经开始品茶、赏景。他们的
杯中，正是飘香的五里路早春茶。

自从去年12月初开始了早春
茶的采摘，符小芳几乎就是这样的
状态。但是她一直乐在其中。“谁让
我们是全中国开采最早的产茶区
呢！”言语中，尽是自豪。也难怪如
此，在全国广袤的茶产区星星点点
出现早春茶采摘的时候，五里路已
经采摘了两个多月！

事实上，这个“最早”，只是五里
路早春茶“傲娇”的资本之一。位居
中国最南部的这个茶产区，不仅是
全中国开采最早的，也是春茶采摘
期最长的，而且是中国最早符合欧
盟标准的春茶。“因为海南温暖的气
候特征，早春茶一般在头年12月初
就开始采摘了。春茶采摘期一直可
以延续到4月，足足有5个多月的时
间。随后，才进入夏秋茶，采摘期延
续到9月。”符小芳介绍，在五里路，
春茶产量约占全年的2/5，销售额占
比会更高一些。更让她骄傲的是，早
春茶芽嫩、汤香，总能卖上好价钱。

“总共只有30多斤的头批茶，售价
8000元每斤，被一抢而空。截至目

前，今年的春茶已产出2000多斤了，
销路很好！”

白沙，是黎族同胞聚居区，在寨子
里，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说——茶
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礼物，是有灵性、
有生命的叶子。采茶、制茶一直是黎族
百姓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上天
给予白沙厚爱，这片有茶的地方不仅
气候、环境适合茶树的栽培，而且拥有
一个巨大的陨石坑，致使这里的茶树
受多种矿物质滋养。2008年，从小喝
着野茶长大的符小芳成长为黎族制茶
传人，她带着周边村庄的乡亲们踏上
了种有机茶、做合作社之路。十余年
来，五里路的茶，已经成为海南茶产业
的一个标杆。符小芳本人，也获评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国家林草局“乡土专
家”、海南省“南海工匠”、海南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春天的茶鲜嫩、清爽，做成绿茶
口感好，所以，春茶都用来做绿茶。”符
小芳说，不仅如此，原来，当地所产的

夏秋茶也做绿茶，但绿茶存在保鲜期
短的问题，存放久了，会影响口感，更
影响销路。“后来，我们几经研发，在传
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为只有春茶用
来制作绿茶，夏秋茶改做红茶、白茶。”

在符小芳的带动下，海南全省范围
内，多家茶企将夏秋茶转型为红茶、白
茶，延伸了茶叶销售期，提高了茶农的
收益。符小芳说，为当地茶农做了实事，
自己非常欣慰。“我们五里路茶庄到了4
月下旬，基本结束春茶的采摘，会进行
封茶仪式。这个封的茶，便是白茶。”

从绿茶到红茶、白茶，春茶得以很
好地延续，这是让符小芳非常开心的。

“科学的安排、科技的保障，才能让茶
业发展得更稳定、更长远。”她说。

或许正是有了这样的保障，让符小
芳在事茶的路上更加自信、坚定。她说，
今年早春，海南气温并不稳定，乍冷乍
暖的波动有过几次。但她并不担心，因
为春风最早拂过的五里路茶园，已经迎
来又一个丰收的好年景。

海南五里路：

摘下中国最早的春茶
本报记者 李寅峰

立春过后，春芽萌发。在四川
省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的茶园里，
数十个采茶工挎着小竹篓，熟练地
在枝叶间采摘着尖尖的嫩芽，收获
今年的早茶。

“作为全国早茶主产区之一，
筠连茶树发芽比江浙等茶叶主产区
早约25天。现在茶农采摘的正是
鲜活程度好、营养成分高的单
芽。”筠连县工商联执委、凤鸣茶
业有限公司董事文显强说。

“不过前些天连日阴雨，气温
较低，茶树生长得也慢了些，比去
年春茶采摘晚了10多天。”文显强
以凤鸣茶业为例说，“现在我们每
天收到的茶青也就1000多斤，往
年这个时候要上万斤了。”

据介绍，筠连县的早茶品种主
要有乌牛早、大白茶等，单芽适合
做龙井、雀舌等绿茶。

“前几天，浙江的茶商都已经
过来了，他们有的租厂房，有的直
接开厂，就等着收购第一批单芽鲜

叶，尽快炒制成成品茶。”文显强
说，筠连的早春茶由于采摘时间相
对较早，所以一直都不愁销路。

“我们企业下游的商家这几天
也在纷纷打电话，询问新茶上市的
时间。”文显强说，现在的采摘量
还小，等着气温再回暖些，一天的
采摘量达到上万斤，新茶的供应量
也就能跟上了。

高山云雾出好茶，而健康的好
茶必须从茶农茶园源头抓起。“对
于茶企而言，要严守质量安全的底
线，才能赢得市场的充分信任。”
文显强告诉记者，多年来，凤鸣茶
业坚持走“公司+基地+农户”产
业化形式，无偿为茶农提供种、
管、采技术指导，茶园基地已覆盖
筠连县巡司镇银星村、和平村及武
德鱼池村、石泉村等 10多个村，
带动1800余户茶农发展茶产业。

“我们还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
茶科所、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等多家
机构为技术依托，研发的‘凤鸣—

雀舌绿茶’‘凤鸣—至尊筠连红茶’
‘凤鸣—珍品筠连红茶’等产品，产
品不仅畅销四川，也深受广西、山
东、福建等地消费者的喜爱。”

“筠连县地广人稀，每家每户
都有10亩、20亩茶园，近年来每
亩茶园的产值大约有 4000 元-
6000元。”文显强说，如今筠连的
茶园总面积近30万亩，像凤鸣茶
业这样的规模茶企，在筠连有十余
家，此外还有茶叶专业合作社、茶
叶加工厂等，为农民提供更多增
收、就业的机会，也实现了筠连茶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筠连的早茶早、价格高，去年
我们的早茶品种乌牛早每斤鲜叶可
以卖到80多元，大白茶也可以卖到
50多元。”茶农们都知道早茶的价
值高，也纷纷在抢抓采茶时机。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筠连早茶
也将大面积开采。届时，茶园里到
处是茶农采摘忙碌的身影，旁边的
茶厂则机器轰鸣加紧制茶……

四川筠连县：

早春茶价值高 茶农分外忙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春意盎然，早茶飘香。16 日，
2022“温州早茶”品牌展启动仪式
暨泰顺三杯香开采节系列活动在泰
顺县百丈镇飞云湖畔启动。据悉，这
是浙江春茶官方公布最早启动的开
采节，由此拉开了浙江省春茶开采
的序幕。

茶叶是温州市农业主导产业之
一，“嫩、鲜、甘”是温州早茶独特的
品质，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深受
国内外爱茶人的欢迎。近年来，温州
充分利用气候温暖和特早生茶树良
种两大资源优势，相继开发了永嘉
乌牛早、泰顺三杯香、苍南翠龙、瑞
安清明早、瓯海黄叶早，挖掘恢复了
历史名茶乐清雁荡毛峰、温州黄汤、
文成贡茶，确立了一县一品的格局。

据此次采茶节的主办方温州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温州的
早茶特色鲜明、独树一帜：一是“早”，
一般2月中旬开始采摘，被称为“浙
江茶叶第一早”；二是“优”，温州早茶
属典型的高山优质茶，品质特征是

“嫩、鲜、甘”，多次荣获中国国际茶博
览会等名茶评比金奖、中国驰名商
标、浙江省名牌产品等荣誉。

为统筹推进温州早茶品牌创
建，从2018年开始，“温州早茶节”
更名为“温州早茶”品牌展，集中了
温州各地的早春茶，成为市民参观、
购买明前春茶的最好时机。2月14
日开启的“温州早茶”品牌展，将持
续至5月，3月上旬举办抖音直播带
货活动，3月中旬举办温州早茶十
大精品名茶评选和开展“温州早茶
探秘之旅”体验活动，3月25至 28
日，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向市民展示现场炒制工艺和茶
精深加工产品展示等环节，5月还
将有温州市十大制茶大师赛压轴。

据介绍，作为主办地，泰顺县预
计今年茶叶品质将进一步提高，价
格上扬，市场购销两旺，茶农收入将
再创历史新高。近两年，在做优早
茶、绿茶市场的同时，泰顺红茶在市
场上卖价走高，销势好，雅阳、彭溪、
仕阳、罗阳等地部分茶厂，春茶早期
即开始生产红茶，每公斤售价在
1500 元左右，最高价每公斤达
5000多元，且进一步丰富了泰顺县
茶类结构，拓宽了茶叶销售渠道。

（李艺 赖淼莲）

浙江泰顺县：

三杯香开采节拉开春茶序幕

春至茶香。立春当天，一个别开生
面的春茶节在四川省洪雅县青杠坪村
的万亩茶园内拉开序幕。十余名茶农
和制茶师一起通过喊山祭茶的方式，
唤醒沉睡了一冬的春茶。

欢快的腰鼓声中，村子里的茶农
挎着小竹篓，分散在茶园的各个角落，
一双双“无影手”快、狠、准地轻掐茶树
新吐出来的绿芽。无需多时，嫩生生的
春茶就没过了竹篓大半。这是每年春
茶节的常规项目——采茶比赛。既拉
动了整个劳动氛围，又为春茶炮制提
供了原料。参与手工制茶与机器制茶
的人员早早等候在茶园外，新茶出园，
就到了他们的领域。

手工与机器分庭抗礼，他们制出
来的两份茶叶按照相同的方式或煮或
泡，请当地的茶叶专家们一同品尝，从
茶汤色泽、香气、味道等方面进行评
价，最终决出今年春茶节上最好的一
杯茶。“春茶节一般在正月初举办，是
茶农的动员仪式，这个传统在洪雅已
经延续了十余年。第一杯茶汤出来，就

预示着茶农要开始忙碌起来。”雅雨露
茶业的茶农李华勇说。

洪雅地处四川西南部，素有“七山
二水一分田”之说，热能充足，雨量丰
沛，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当地的种茶历
史可追溯至1000年前。目前，该县共
有茶园30万亩，全县三分之二的人口
从事茶产业。

春茶讲究时效，茶农中流传着“早
一天是宝，晚一天是草”的说法。洪雅
春茶品质优良，种类丰富，最早开始采
摘的主要是问春、乌鸟早等早熟品种。
早些年，来自江浙的茶商为抢购到上
乘春茶，往往过完年后就来到洪雅。李
华勇说：“我小时候最有名的茶叶交易
市场是中山镇，茶商们都想在第一时
间收到新茶，所以经常在深夜交易，形
成了夜市传统。开春之后，无论茶农还
是茶商都通宵达旦地工作。”从2月
起，到4月中旬，洪雅的春茶采摘期会
持续近两个月。

这两个月，洪雅最热闹的地方是
茶园和茶市。为了抢个好价钱，采茶通

常是一家老小齐上阵，白天采茶，晚上
晾茶、制茶。洪雅的孩子是浸润在茶香
中长大的，走在路上，空气中充斥着曼
妙的春茶香，给人以生机、清新之感。
近年来，茶商们与茶农逐渐熟络，甚至
驻扎在茶农家里，茶叶交易的时间也
慢慢移到了早上。每天清晨，早市的人
络绎不绝，闻、摸、尝、看，来自全国各
地的茶商们调动五感，只为找到最心
仪的那款茶。

洪雅茶园里还产一款特色茶叶
——老川茶。这是群体种，是四川本地
茶。老川茶树很多都有几十上百年的
树龄，这些老茶树产出来的春茶在当
地被誉为“茶叶中的土鸡”。老川茶以
制绿茶为主，品质高，产量少，芽叶小，
茶汤鲜亮，味道浓郁，入口不苦，入喉
回甘。“每次喝到老川茶，都让我想起小
时候父亲大茶缸里的茶，是儿时的味
道。”李华勇说。

洪雅县的茶叶种植面积居全省第
二，但因缺少公共品牌，在国内茶叶市
场的知名度较低，为打破这一困境，洪

雅县政府牵头，于去年年底推出“瓦屋春
雪”茶叶品牌。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洪
雅当地知名景区，春茶节开启时瓦屋山
山顶往往还积留着一层白雪，这与当地
枝条形、茎细、品质上乘的早春茶上的白
毫相似，因此品牌得名“瓦屋春雪”。洪雅
县政府、茶叶中心不仅针对不同种类的
茶叶设立了评判标准，同时还重视有机
茶叶的种植与制作。当地有机茶叶也是
四川省内的一张名牌，有机茶园远离交
通干道，茶树栽种、培育全程无农药污
染，虽产量少，价格却是普通茶叶的两
倍，这也是洪雅茶叶扶贫的一项具体举
措。未来，洪雅将大力推广公共品牌，促
进全县茶产业进一步发展。

今年春茶采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李华勇告诉记者：“年前不少地方
都下了雪，茶叶的病虫害少，加上受倒
春寒影响不大，今年的茶叶长势喜人，
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较去年应该都有
一定提高。前两年洪雅鲜茶叶的价格在
80-120元每斤，预计今年也能保持在
这个范围。”

四川洪雅县：

瓦屋山下的第一缕茶香
本报实习生 李婷

雨水将近，嫩芽初上，宜
宾早茶也如约而至。2月 13
日上午，几十位采茶姑娘背着
竹篓穿梭在茶海里，摘下新年
的第一拨茶芽——以“一品先
天下，早茶最宜宾”为主题的
2022年第十五届中国·宜宾
早茶节在四川省高县正式拉开
序幕。

此次早茶节的开园仪式设
在高县早白尖·中国红茶第一
庄园，并在线上同步直播。摄
像机前，5000余亩的茶园一
片翠绿，早茶正好，只待采
摘。无论身在何地的爱茶人，
通过直播都能身临其境地感受
早春的第一波茶香。

一香动天下。据举办地高
县长江源国际茶贸城负责人黄
霜介绍，随着早茶节开启，宜
宾早茶也将陆续上市。在茶贸
城里，当日便开设了鲜叶交易
市场，刚从茶园里摘下的鲜叶
被送往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
茶商汇聚于此，争先采购着新
鲜的宜宾早茶。

“早茶节除开园仪式外，
还同步进行了宜宾长江源国际
茶贸城暨‘中国早茶第一市’
授牌活动。”黄霜说。在茶贸
城，采购商不再需要分散到各
个区县、乡镇进行采购，在这
里就可以“一站式”购买到所

需的样本茶和毛料
茶。“我们接下来的

目标就是把长江
源国际茶贸城打
造成西南地区最
大的茶业综合交
易市场。”

宜宾有着3000多年的种茶
史，享有中国早茶之都、世界早
茶之乡的美誉。宜宾早茶以绿茶
为主，主栽品种包括早白尖五
号、黄金芽、福选九号等。正所
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四川宝
地提供了最适宜茶叶生长的沃
土。鲜、嫩、香、醇、爽是宜宾
早茶的五大特点。

但是，茶香也怕巷子深。如
何把宜宾早茶的消费市场从西南
地区逐步外延、扩大，始终是当
地茶人思索和努力的课题。黄霜
介绍，长江源国际茶贸城在营运
线下交易市场的同时，也努力拓
展电商区，利用网络平台将宜宾
早茶品牌推广至更大的市场。为
此，茶贸城专门开设物流中心，
为线上销售与发货运输提供基础
设施保障。“我们希望采用线
上+线下的销售模式，让更多人
了解和爱上宜宾早茶。”黄霜说。

长江源国际茶贸城在早茶节
当日吸引了45家当地茶商茶企
入驻。春茶上市前后，他们忙
着装饰展柜、补充货源，展示
台上摆满了各家的主打产品，
期待通过早茶节吸引更多的外
地茶叶采购商，扩大宜宾茶叶
的销售范围。

据了解，在宜宾市，多地茶
贸城的线下鲜叶交易市场正热
火朝天地进行着早茶贸易。与
此同时，产茶区物流运输日趋
便捷，电商平台越来越完善，
早茶的线上销售也进展顺利。
线上与线下同步发展的模式，
让当地早茶更多地走出大山，
让各地爱茶人尽早品尝到早春
茶园的新鲜味道。

四川高县：

线上+线下 一香动天下
本报实习生 宋泽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