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印
发《关于开展技术
技能类“山寨证书”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面向社会
开展的与技能人员
和专业技术人员相
关的技术技能类培
训评价发证活动进
行专项整治。

“《通知》指出，
部分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存在乱收费、
滥发证、虚假或夸
大宣传、违规使用
标识等问题，这些在茶行业中也能窥见，且真正市场运营中的情
况更加复杂。”《茶艺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专家组组长、总
主笔余悦说。

他在调研和考察中发现，现在茶艺技能培训认定中存在的
乱象可谓环环相扣。一方面，虽多数经人社部及各省人社厅认
证、具有培训发证资格的机构能够按照标准要求开展工作，但仍
有个别单位存在缺少自律能力，为谋私利扩大活动范围的问题；
另一方面，不少“山寨机构”、境外离岸机构等放出国家取消茶艺
师、评茶员等资格认证的“烟雾弹”，搅乱市场秩序；甚至有的机
构制定一套与国家认定标准相悖的准则，违规招收学员，颁发无
正规编号的“山寨证书”。“还有些机构打‘擦边球’、玩文字游戏，
违规采用‘中国茶艺水平等级’，试图取代‘国家茶艺师等级’的
标准，几字之差，却是假借国家名义欺骗民众。”余悦说。

他认为，针对上述问题，按照《通知》要求，先自查、再调查处
理、再建立“黑名单”制度的整治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已
经被国家认定的培训机构和评价机构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若
要更好地处理游离在体制管理外的诈骗机构、违规机构，需要建
立综合化治理模式。余悦说：“恶意炒作、诈骗的机构的活动是动
态的，失败后可能换一个壳子再卷土重来，面对这种情况，建议
人社部可以和国家其他相关部门协同合作，进行持续追踪、动态
管理。”

目前，人社部预备案的地方性、全国性评茶员第三方评价
认证机构数量相对较少，难以满足日渐壮大的认证需求。“正
规考核员的工作量很大，有的地区一天要对几十甚至上百人
进行茶艺考核，工作人员忙得腰酸背痛是常事。”余悦说，建议
人社部在各省市区培养、设立一批合格的第三方评价机构，鼓
励各地考核员跨省市区交流、学习，提高其自身茶艺技能，并
设立考察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考核人员遵守法纪，对第三方
评价机构有奖有罚，方可为茶行业创造清朗的人才培养环境。”
此外，参与培训人员应摒弃急功近利的想法，在参加培训时提高
警惕，潜心学艺。

最后，余悦提到：“《通知》的及时发布对于茶行业培训规范
化运营是一个好兆头，重视人才培养考核，对茶文化传播有助推
作用，相关举措落地后，茶行业发展将更加欣欣向荣。”

整治“山寨证书”
茶艺人才培养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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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溧阳市天目云
露6号基地，悄然冒出的茶芽
呈乳白色，似有星星点点的
雪花散落园中。此时，雀跃
的人声从基地的通道上传
来，几十米长的队伍似在

“春游”中。
原来，这是采茶工们在

进行每日必备的核酸检测，
大家有序地戴好口罩、站成
数排。微风轻拂，这一动一
静，俨然勾勒出一幅“茶园
春色关不住”的美好场景。

春 采 的 号 角 确 实 即 将
“吹响”。“预计3月28日，溧
阳市茶园将全面开采，春茶
也将紧锣密鼓地迎新上市。”
溧阳市茶叶行业协会副会
长、天目云露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葛联敏说，为了备战
春采，一周以来，载着采茶
工驶入溧阳市的大巴车一辆
接着一辆。

“他们多来自江苏省内其
他城市以及安徽、河南等
地，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不
过，也是受疫情影响，人数
比往年要少一些。”葛联敏介
绍，按照茶园规模，整个溧
阳市的采茶工需要接近 3万
人，目前仅来了1万多；公司
的采茶工需要2000多人，目
前也只来了1000多。

“距离正式采摘期还有几
天，大家正尽力找人，现在
仍有新的采茶工陆续到岗。
不过，采茶工短缺已成事实，
甚至连带着‘游戏规则’也迎

来大转变，已进入先付钱后采茶模式。”葛联敏说，溧阳
茶叶的成本重头在采茶工。“采茶工的路费、餐饮、防疫成
本等相对增高，导致今年茶叶价格增加已是板上钉钉的
事。为了切实加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目湖白茶’区域
公共品牌建设，稳定市场秩序，在调研走访茶企后，溧阳
市茶叶行业协会已对外发布了天目湖白茶的指导价格：
各类各级茶叶价格在2021年基础上，上涨15%。”

茶叶的采摘时间也比往年延迟了3-5日。“溧阳的
茶树较为特殊，是传统适制绿茶树种的改良品种，属于
绿茶白化品种。在特定的温度和光照下，冒出的芽头是
白色的，通过绿茶工艺制作后，制作的成品茶要比传统
绿茶的氨基酸含量高10%左右。”葛联敏说。

在春节以后，溧阳的气温明显升高，甚至感觉直接
跨到了夏天，当时叶片的生长速度很快。

“我们当时都很担心，怕温度过高导致茶树抽芽太
快，这样制作的成茶口感会欠佳，所幸茶芽没有冒出。
最近，气温又偏低，茶芽缓慢生长，充分吸收营养成
分，相信品质一定能够得到保证。”葛联敏说，“好茶是
需要时间的，姗姗来迟的天目湖白茶值得期待，它的口
感比普通绿茶更香、口味更清爽。”

为了春茶，公司从去年 10月已开始系列准备工
作，包括产品包装制订、品牌策划宣传等。“3月 28
日，天目湖白茶将开始全面销售，目前订单已经满满当
当。”葛联敏说，作为一家深耕行业20多年的茶企，他
们的客户群已经相对稳定。“在疫情防控形势下，人们
对茶叶的保健功效愈发重视，这几年的茶叶销售量也在
攀升。今年的疫情可能会对快递有些影响，给销售也带
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管怎样，公司的员工、车间的机械早已准备就
绪。”葛联敏说，他作为中国制茶大师，也已用毛巾仔
细地将炒茶锅擦得锃亮。“枪擦擦亮，3月底喝新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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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浙江省春茶生产即将进入旺
季，然而，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让采茶“用工荒”较往年更加明显。近
日，由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牵头研
发的“浙茶香”数字化应用正式上线

“浙里办”和微信小程序，有望帮助广
大茶农、茶企破解这一难题。

据了解，茶企、劳务中介、经纪
人、茶工可通过扫描“浙农码”进入

“浙茶香”应用，点击“劳务对接”应
用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即可享受线
上找工作、招茶工等在线服务。

“采茶工难找，一定程度上是信息
不对称引起的，一头是主体找不到采茶
工，另一头是劳务中介或者经纪人不能
及时发现用工企业需求，这个平台开通
后，畅通了双方信息沟通渠道，有望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采茶用工难问题。”浙

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登录平台可以看到，根据需求不同，

平台设立了“我要招工”“我要找茶企”
两个大板块，页面简洁直观，操作方便。
用工茶企可以在“找茶工”界面，根据自
己所在区域、需要的茶工类型与人数等条
件，筛选查找有意向的劳务中介或经纪
人，系统智能匹配推荐后，茶企即可联系
有合作意向的劳务中介或经纪人。

劳务中介、经纪人则可以在“找茶
企”界面，通过搜索区域直接查找有招工
意向的茶企，在系统智能匹配的茶企中
选择并报名，经茶企同意后，可主动与
茶企进行沟通，最终达成合作。此外，
劳务中介、经纪人可以直接通过平台招
募茶工，并根据实时招聘情况，对茶工进
行在线管理。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名优茶生产旺季的到来，采茶
工的需求量日益加大，眼下采茶工的缺口
已比较明显。“希望大家多用、用好这个
平台，更好地助力浙江茶产业发展。”

（来源：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茶香”上线运行 有望破解“用工荒”

春风十里不如你，茶园三月尽芳华。
重庆永川，三河汇流，制茶历史源远流长。“永

川秀芽”地理标志产品作为永川区特有的自然资源和
公共资源，已成为巴渝地区一张特色茶名片。如何助
推永川茶旅融合发展？日前，记者走进永川区政协

“我和秀芽有个约会”女委员庆祝“三八妇女节”活
动现场，但见青山绿水之间，一幅赏茶之美、观茶之
艺、品茶之味、建茶之言的春日长卷徐徐展开……

风景秀丽的石笋山茶园里，春茶恣意吐露着新
芽，放眼望去，养眼养心。笑靥如花的女委员们早已
扎好了头巾、系好了围裙、背上小竹篓，化身“采茶
姑娘”穿梭在绿油油的茶林中，体验采茶乐趣，感受
触手可及的茶香。

“茶山的阿妹俏模样，十指尖尖采茶忙……”一
边采茶，委员们一边拉起了歌，此起彼伏的歌声把采
茶现场变成了放飞心灵的欢乐海洋。

自己亲手采摘的茶叶怎样制成鲜醇可口的秀芽？
炒茶师傅把委员们的“劳动成果”收拢起来，现场为
大家演示永川秀芽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杀青、揉
捻、抖水、做条、烘干……在茶香四溢中观摩见证了
永川秀芽的诞生过程之后，委员们又入座草坪上早已
铺开的精美茶席，认真聆听永川茶艺协会会长、永川
秀芽茶艺非遗传承人刘光婷委员讲解茶艺文化及永川
秀芽的知识、冲泡方法，再次零距离感受中国茶文化
的独特魅力。

“永川秀芽是针形名茶，属于绿茶类，条索紧直
细秀，翠绿鲜润；内质汤清碧绿，香气浓郁，滋味鲜醇
回甘，叶底嫩绿明亮……”泡茶是生活常事，但真正泡
一杯好茶、泡好一杯茶，又是一项技艺、一门艺术。在茶
艺老师的指点下，委员们亲手体验了永川秀芽的冲泡
方法。“自己泡的茶，喝起来格外香醇！”沉浸式的茶文
化体验，让委员们陶醉其中，意犹未尽。

品茶之余，委员们不忘打开手机建言文档，围绕永
川茶旅融合发展献上被清茶“泡”出来的灵思妙想。看
看她们都说了啥？

“围绕茶文化核心，打造茶旅经济链，提升茶及相
关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率，让游客体验茶产业各个
环节，让茶叶在旅游体验中增值。”范贤容委员建议。

张莉莉委员提出，利用茶园生态、生产和文化资源，
发展研学旅行产品和休闲产品，建立基于茶园空间场域
多功能利用的茶文化和茶消费体验基地，形成一系列如
采摘、炒制、包装、品评、习茶、电商直播等特色化休闲服
务项目，促进茶业各环节与旅游产业链的深入融合。

“不断培养茶旅职业经理人或茶艺师，宣传永川茶
旅。”刘光婷委员认为，要设计特色茶旅精品路线，以
茶促旅、以旅带茶，通过发展“茶园＋摄影基地、茶
园＋养生、茶园＋文化节、茶园＋茶艺体验、茶园＋营
地、茶园＋茶叶销售”等多种方式带动茶旅融合发展。

春之山，茶之韵，一场与永川秀芽的约会，不负春
光不负卿。

我和“秀芽”有个约会
本报记者 凌云

清晨6点不到，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的采茶工就
挎着小竹篮上山了。他们在漫山茶垄中穿梭，“无影
手”一刻不停，等到第一抹阳光照耀在茶树上时，小
竹篮里的茶青已经叠了厚厚一层。

对于平阳黄汤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平阳县天韵
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维标来说，现在茶青采收可谓
争分夺秒。

“受连续阴雨天气影响，我们的采收比往年延迟
了半个月，直到惊蛰过后才进入采摘生产期。”钟维
标说，本来延期采摘影响不大，但没承想，连续10
多天的高温加快了茶叶的生长速度，再加上采茶工人
锐减等原因，眼见着一些芽头来不及采摘。

“春茶早采一天是宝，晚采一天是草。名优茶
——黄芽茶真正的采摘期只有5天，产量较往年减了
不少。”钟维标介绍，当地茶树根据采摘时间、原料
分为三个等级，明前最早采摘的芽头会做成黄芽茶，
采摘的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会做成黄小茶，一芽三叶
的茶青则制成黄大茶。

“现在正在采摘的是一芽二叶至三叶的茶青，用
于制作黄小茶和黄大茶，但预计产量能比肩往年的只
有对芽叶要求较为宽松的黄大茶。”钟维标说，平阳

黄汤由当地的平阳特早茶、平阳群体种制成，以“干茶
显黄、汤色杏黄、叶底嫩黄”著称，味道柔和，入口回
甘，有浓郁的玉米香。

“品质上乘的黄芽茶，市场价可达到 5000 元一
斤。”钟维标说，为生产出优质的平阳黄汤，他已从制
茶工艺到茶园管理潜心摸索了近30年。

“平阳黄汤与其他黄茶最大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
茶叶经杀青后，我们将其堆在桶内闷黄，闷黄是所有黄
茶制作的固定流程，不同的是我们在这一步采用九烘九
闷。”钟维标说，“这里的‘九’并不指代次数，可以理
解为‘多次烘干、多次闷黄’。平阳黄汤的制作加工大
部分实现了机械化，但在闷黄时离不开人，制茶师傅要
根据茶青的黄变程度决定闷烘次数。”

钟维标在这方面是绝对的专家。平阳黄汤制作技艺
曾一度失传，正是在他六七年的不懈钻研下，九烘九闷
的传统制作工艺才最终得以恢复。现在钟维标领着十几
个学生传承这项技艺，既讲理论知识，也在春茶采摘季
手把手带他们参与整个制茶过程，同时他还在为研发

“自动闷黄机”而努力。
做一杯喝得放心的好茶是钟维标一直以来的目标。

几年前他曾赴台湾学习、调研生态茶园的打造。“茶园
管理是茶叶品质的关键。我和朝阳社区400多户茶农联
合经营着4800亩茶园，单有制作工艺是不够的。”钟维
标说。出于环保考虑，目前，茶园统一施有机肥，用辣
椒、生姜、红糖、大蒜等按照一定比例调配的“酵素
水”代替化学杀虫剂，既能抵御茶树病虫害，也杜绝了
农药残留、土壤污染问题。

如今，疫情防控形势紧张，钟维标面临新挑战。
“往年头采茶出来时，各地茶商纷纷抢购鲜叶，预订新
茶，但今年他们多数持观望态度。”钟维标说，“但茶叶
不等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茶农辛苦种出来的好茶叶
没人要，于是敞开门收购。茶叶像潮水一样涌来，堆满
了整个车间。天气炎热，不及时加工鲜叶很快就会烂
掉，这段时间我们夜以继日地生产，每天睡眠不超过5
小时，但为了茶农增收，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平阳黄汤：闷出来的春日韵味
本报实习生 李婷

因工作缘故，前阵有十天封闭在酒店。每当忙完回到家，总
是期待慢慢喝泡适口的茶。这天，吃过晚饭，我取来茶具准备泡
茶，却发现盖碗盖钮处不知何时多了个不小的豁口。

这可是我最爱的茶具套组之一。一爱其形制。这套茶具套组
是柴烧质地，由盖碗和公道杯组成，自然的质感，朴拙的色彩，总
给我一种质朴、古拙之美。二爱其适用。这套茶具虽胎质薄，但因
器形合理，盖碗不易烫手，公道杯出水顺畅、断水利索，十分好
用。三爱其承载的时光。这套茶具不仅是我出差苏州的意外收
获，更陪我度过了很多静谧的时光，记载了很多难忘的味道。

“心疼。”我给微瑕的茶具套组拍了张照，在朋友圈写下了当
时的心情。

朋友们纷纷留言。有的惋惜，有的安慰，让我眼前一亮的是，
还有各种支招。

“金缮一下就行。”
“看看能不能锔瓷。”
金缮？锔瓷？以前倒是略有耳闻，知道都是修复瓷器的工艺，

但是二者有何不同，适用何种情况，我知之甚少。
望着心爱的茶具，我请教了茶具修复艺人陈光旭，他说，锔

瓷和金缮都可用来修复茶具，但二者适用性又有不同。锔是民间
传统工艺，锔瓷是用金刚钻在破碎的瓷器上打孔，装上金属“锔
子”，把打碎的瓷器像订书钉一样修复起来的技术，更多的是为
了实用。“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这项技艺。

缮源自大漆工艺，是用天然生漆将破碎的瓷器黏合后，再在
表面施以金粉或者金箔，让茶具焕然新生，缮更讲究雅致。

“你的盖碗只是盖钮处有微小的残缺，并没有破碎的部分，
因此更适合用金缮来处理。”他告诉我。

关于锔瓷和金缮的关系，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伊藤东涯所
著《蚂蟥绊茶瓯记》中有过记载。说有一只南宋龙泉窑碗被带到
日本，并被视为国宝，被皇室珍藏。到了日本室町时代，该国宝被
掌权的大将军足利义政得到，因为时间久远，碗底已经出现裂
隙，将军遂派遣使者携其回到我国，请大明皇帝再赐一个一模一
样的，但当时遍访各窑，都做不出这样釉色的碗，只好命工匠将
裂隙锔住，带回日本。因锔钉形状像大蚂蟥，该碗后来在日本被
称为蚂蟥绊。之后，日本工匠在我国锔瓷技术的基础上，用天然
生漆去勾填，黏合碎片裂隙再施以表面的描金，这才有了金缮修
复工艺。

“我帮你找找看。”另一位给我这样留言的杭州朋友，私信给
我一张微信截图，原来他在茶友微信群中为我求教破损盖钮的
修复办法，有人建议：“可以将破了的口子，用砂纸仔细打磨，直
到不再磨手，完全可以接着用，残缺美也很好。再给它取个应景
的名字，那就独一无二了。”

“这个主意深得我心。”我回复他。心想，无论是锔瓷还是金
缮，无论是实用还是雅致，都体现的是人们对器物的珍惜。尤其
是金缮，用最贵的金修复残缺，不是掩盖瑕疵，而是坦然接受，尊
重缺陷，感受残缺之美。正这样想着，这位热心的朋友表示，如果
磨得好了，可以叫“残月”。

再看眼前这套心爱的盖碗，虽有微瑕，但我知道，其此后承
载的时光中，又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

盖碗微瑕之后
纪娟丽

《茶艺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专
家组组长、总主笔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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