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山好水出好茶。位于浙江西部
的淳安县有“天下第一秀水”的千岛
湖，其西部的鸠坑乡盛产“鸠坑毛尖”
绿茶，是国家茶树良种中唯一的有性
系品种“鸠坑种”的故乡。

说到鸠坑，最初让我想起的是
《诗经》开卷的第一篇《关雎》的句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诗中的雎鸠，是一种鱼鹰类
的水鸟。鸠坑，可能是指雎鸠聚集休
息的地方吧。

鸠坑产好茶是我多年前就熟知
的。工作后与茶结缘，去过浙江很多
茶乡，心中对鸠坑向往已久，竟总是
缘悭一面。今年的春茶季，终于有机
会去淳安，一睹“鸠坑毛尖”形象大使
——鸠坑“茶树王”的风采。

车行山道，雾霭清风。狭窄的公
路转弯处会让人心有紧张，却挡不住
窗外景致的吸引。放眼远眺，满山的
茶园，连绵起伏，仿佛是绿浪翻滚，波
涛涟漪逶迤而去。其间不时点缀着采
茶人的身影，动静相宜，生机盎然。

茶的好坏，和生长环境密切相
关。长在高山上的茶，与云为伴，临风
而立，远离尘嚣浊味，吸纳山川风露
的清虚之气，气聚叶片，香凝嫩芽，故
而是好茶，甚至可称仙茗。鸠坑茶树
王就生长在这样的地方，位于海拔
600余米的高山上。

一番车程，我们终于到了鸠坑乡
翠峰村峰谷岭上的塘联自然村。下车
后，顺着陡峭的台阶一步步走上去，
约十分钟后，到达一个平台，视野豁
然开朗，大名鼎鼎的鸠坑茶树王赫然
眼前。

这是鸠坑发现的迄今为止树龄最
长、树冠体积最大的鸠坑原种茶树，已
有800多年树龄，按时间推算应该是
生长于南宋年间。据说放在整个浙江
省也是树龄最长、树冠体积最大的。绕
茶树王走一圈，估算它高约7米，树冠
直径最大处约11米。在江南茶区，灌
木型的茶树能长成这个体格，堪称“巨
人”，被尊为“王”是有资格的。

鸠坑茶在唐代时就享有盛誉。茶

圣陆羽在《茶经》里记载了睦州产茶。
唐代文学家、翰林学士李肇的《唐国
史补》就记载：“……风俗贵茶，茶之
名品益众。湖州有顾渚之紫笋……常
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
有鸠坑……”陪同的向导介绍，当地
老茶树远不止这一株，陈家山村还有
3 株约 700 岁的茶树，常青村还有一
处树龄在100-500年间的古茶树群。
这些老茶树积淀了鸠坑的茶文化，也
见证了当地的茶业变迁。

有关茶树王的传说，带着几分神
秘。相传唐代“地仙”罗隐，有一张“金
口”，说什么应验什么。他为回报坪塘
山人的淳朴和善良，便说“坪塘山，茶
山是金山”，从此以后坪塘山的茶叶
就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当地茶
农把茶山当宝贝一样。在抗日战争时
期，茶叶滞销，很多地方毁茶种粮，但
坪塘山的村民不舍得，这些老茶树，
都留了下来。

村民对茶树王有很深的感情，一
直以来有“茶王不摘叶，茶树不下青”

的传统。每年春茶季，周边的茶农们会
等到茶树王开采后，才会正式采青制
茶。茶树王采摘的时候，需要很多人一
起协作，搭好梯子，才能在不伤茶树、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采完整棵树的芽头。

茶树王不修剪，不施肥，最大限度
保持原生态。采摘后制成的茶叶，品质
非常好，形美、色鲜、香高、味醇。目前一
年能产青叶70余斤，炒成干茶有18斤
左右。

2002 年，鸠坑乡政府将其命名为
“鸠坑茶树王”。2014年，时任中国国际
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考察鸠坑，欣
然提笔书写了“鸠坑茶树王”的题词。

坑为低谷，鸠能翱翔。“鸠坑”这个
词，真是个奇妙的组合，莫非是古人在
暗示，鸠坑茶会成为“山窝窝里飞出的
金凤凰”？

800年的岁月不居，滚滚新安江，逝
者如斯；800年的时光悠长，风云变幻，
浪花淘尽多少地方名茶；800年的岁月
漫漫，茶树王郁郁葱葱，深藏不露，一派
和廉静美。

这不就是茶的内涵嘛，不向人直抒
胸臆，容得下曲折与隐衷，保留了山水
间的宁静。人生也何尝不是如此，茶如
人生，句短味长。在这弥漫茶香的胜
地，顾盼流连之间，我感悟到点滴的人
生哲理，真不负这青春的时光。

与茶树王告别的时候，我伸手采下
一朵树上萌出的春芽，夹在笔记本里。
往后的人生路，该是一路茶香。

嘉木如歌 问茶鸠坑
张治毅 王志岚

贵州石阡：

抢抓茶业发展机遇
富民强县“有盼头”

周芸吉 杨文美 本报记者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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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情速递茶

说起早茶，很多人第一反应可
能是广式早茶，虾饺皇、豉汁凤
爪、马蹄糕……再配上一壶普洱
茶，三五好友便能边吃边聊一早
晨。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早茶则颇具大西北特色，一碗牛肉
面、一杯八宝茶，加上传统面点、
小吃、菜品以及改良后的广式点心
等组成了独具风格的餐饮文化。近
日，2022中国面食博览会暨第二
届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举办之际，
记者走进吴忠，感受当地独具魅力
的早茶文化。

“我几乎每天都要来早茶店，
这是我们老吴忠人的习惯。”当
日，吴忠香丁丁早茶美食体验馆
内，餐桌整整齐齐，无一空位，旁
边的空地也站满了等待用餐的客
人。走进店里，传菜声与聊天声此
起彼伏，好不热闹。60岁的马宝
刚告诉记者，如今，“吃面”在吴
忠早已不局限于填饱肚子，而是演
变成以吃牛肉面为主的一种早茶文
化，一种社交方式。他经常会与亲
友相约这里，点上拉面与八宝盖碗
茶，配上一些面点和小菜，边吃边
聊，从早上8点多开始，往往要到
11点左右才结束。

吴忠自古就是古丝绸之路上
的商埠重镇，依托黄河之畔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南来北往的
客商络绎不绝，既促进了当地经济
的繁荣，也带动各地饮食文化相互
碰撞、相互影响。吴忠市党史和地
方志研究室主任胡建东说，从历史
文献看，西北人自唐朝起就爱饮
茶，因为本地人爱吃牛羊肉、奶制
品，喝茶可以解油腻。而茶的饮
法、成分也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
化，逐渐发展成如今的八宝茶。

“我们吴忠早茶店的真正兴起，
始于兰州牛肉面馆。20 世纪 80 年
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入中国西北内
陆，不少兰州人来到宁夏开起面馆，
将兰州牛肉面带到吴忠。经过近十年
发展，早茶已在吴忠市蔚然成风。”
吴忠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吴忠早
茶富含地方特色。一席早茶中两位最
重要的主角——牛肉面和八宝茶，一
个代表了西北面食，一个代表了吴忠
茶饮，在此之外配套的数十种小菜和
面点也是充满西北特色。

近年来，早茶逐渐成为吴忠餐饮
的新符号，奔着“塞上江南”名号到
宁夏旅游的游客也大多会到吴忠市一
品其味。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这些分布在吴忠市大街小巷的570多
家拉面馆，每天早上都在热闹非凡中
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成为吴
忠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吴忠早茶“味”你而来
——宁夏吴忠市早茶文化初探

本报记者 范文杰

“一泡好茶的诞生，需要天时
地利人和，今年，我们这片茶园
全都赶上了。”电话那头，国家级
非遗项目坦洋工夫制作技艺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阮润春声音欢快。
他所说的茶园正是位于福建省福
安市范坑乡的那片野茶园，采茶
季喜迎丰收，共采收制作坦洋工
夫1000多斤。

“今年，茶园长势比去年还
好，而且遇上了大晴天，采摘时
间也刚刚好。”阮润春说，野茶园
的海拔高约 900多米，几年来都
未曾遭受过霜冻。“其实，霜冻来
了也不怕，反而对我们有好处，
病虫害会更少。”

眼前的郁郁葱葱，很难让人
联想到，在10年前，这片茶园尚
处于废弃状态中。直到远道而来
的阮润春，像发现宝贝一样开掘
了它，才令人们重新审视它的价
值。使这片茶园在保护的基础
上，得以有效开发和利用。

“我们不打农药，不下肥料，
不破坏这里和谐的生态环境。就
让它们一如既往地听着虫鸣鸟
叫，喝着山间的雨露，吹着大自
然的微风。平时不采茶，我们很
少上去打扰它。”那片野茶园，已
然是阮润春心中“诗和远方”的
代名词，“我们有责任守护好它。
哪怕采茶时，也是采一半留一
半，在保护的基础上开采，保证
树叶的营养和野茶树的生命力。”

今年，“采茶工荒”曾让一些
产茶区饱受困扰，这在范坑乡也
不是问题。“由于野茶园的生长期
较村民的台地茶迟些，采摘时间
刚好错开，他们可以在采摘自家
茶园的空档来帮忙，又在无形中
增添了一份收入。而且野茶园产

量本身就低，采茶工便都请了村里
的茶农来做。采了快10年，大家早
都是熟练工，懂得怎么采，怎么不
伤茶。”

这些年最让阮润春感慨的，便
是村民们对于茶树品质的重视。

“从最初更关注采多少斤，到
现在更看重茶青的品质，从数量到
质量，恰恰反映了村民对茶叶品质
意识的增强。品质越好的茶，越能
卖上价钱，村民们也更懂得珍惜、
保护茶树，科学管理茶树。”阮润
春说。

史料记载，1915年坦洋工夫红
茶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
国商品博览会”获得金奖，从而奠
定了世界名茶的地位。“据我了解，
当时生产制作坦洋工夫红茶的原
料，正是这种群体种的原料，保持
了坦洋菜茶最原始的特性，花香馥
郁清雅。现在，我已经组建团队，
请种质资源专家进一步研究这片野
茶园，希望从中选育出最有代表性
的特色品种，以后为坦洋工夫红茶
的推广再添一份力。”

“野茶园”丰收记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香漫品茗

俗趣闻茶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7月
5日，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宁
波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一届

“中绿杯”名优绿茶产品质量
推选活动在浙江宁波正式拉开
帷幕。

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19
个省 （市） 选送的 575个绿茶样
品，样品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品类
丰富，覆盖范围广。活动评审委员
会由业内十余名专业人士担任，专
家组审评依照 《茶叶感官审评方
法》（GB/T23776-2018） 执行，

同时采取密码编码评审和多人多次
评审的方式，确保公平公正。

“中绿杯”名优绿茶产品质量推
选活动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为
我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绿茶
产品专项推选活动，得到了全行业
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为全国名
优绿茶产品质量提升和技术交流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联合多方平
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茶产
品推选活动，助力企业产品提升，
加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第十一届“中绿杯”名优绿茶
产品质量推选活动举办

茶之路兴

贵州是我国著名
的产茶大省，占全省
面积 92.5%的山地和
丘陵之间，当地百姓
耕耘着700万亩茶园。

贵州产茶的县域
很多， 在 脱 贫 攻 坚
时，茶产业是农民
增 收 的 支 柱 产 业 。
如今，更是成了富民
产业。

时下，正是夏秋
茶生产时节，铜仁市
石阡县龙塘镇大山村
的茶园中，村民正熟
练地操作采茶机采
摘夏秋茶。“我们这
里 满 山 都 是 茶 叶 ，
一年四季采茶、管
茶，轻轻松松就能
挣个几万块钱，这
样的日子真好。”正
在园区采茶的村民周
福群乐呵呵地说。

规模化种植 夯实产业基础

石阡县现有茶园面积 43.8
万亩，主产区主要在龙塘、龙
井、五德、聚凤、本庄等乡
镇。而在2003年时，茶园仅仅
是1万亩都不到的面积。

也就是2003年，石阡县开
始将茶叶作为全县主导产业培
育。2007年，贵州省出台《关
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再次掀起石阡发展茶产业
的热潮。2018 年贵州省出台
《关于加快建设茶产业强省的实
施意见》后，茶业富民强县更是
成为石阡主攻的目标。

谈及茶产业规模化种植，石
阡县龙塘镇大屯村党支部书记、
大屯联村党委副书记周绍军颇有
发言权。他说，他的家乡曾流传
着一则顺口溜，“养牛为耕田，
养猪为过年，养鸡找个灯油盐巴
钱……”过去，村民主要种植稻
谷、玉米、红薯等传统农作物，
由于土地贫瘠，产量低、收益
薄，只能望天吃饭。

为了改变村民的贫瘠现状，
2003年，周绍军当选为大屯村
村主任后，立志把大屯茶叶发展
起来。他带领全村3000余人开
启种茶之路，经过多年的努力，
大屯村从20世纪的600余亩苔
茶，发展到如今的2.3万余亩的
省级现代高效生态苔茶示范园，

涉及茶农1.15万人，农民

收入也从以前每亩传统农作物种植
的 200 余元增长到如今种茶的
7000余元。

得益于规模化的种植管理，
如今的省级现代高效生态苔茶示
范园内，一年四季都有茶农的身
影。石阡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田聪说，石阡实现了茶园“专业
化、科学化”管理，由粗放型向
精细化生产管理模式转变。

标准化生产 优化产品质量

“茶叶不仅要种得好，还要管
得好、加工好，才能卖得好。”田
洪玉是芊指岭茶叶有限公司负责
人，她说，“我在 2000年开始种
茶，当时我和众多的茶农一样，都
是自种自管自销，质量不均匀，好
多茶农看不到希望都放弃了。后来
我去浙江、湖南、福建考察，发现
那边都是标准化的种植模式，茶农
的种植积极性很高。考察回来后我
成立了公司，免费指导茶农管理，
收购茶青，茶农没了后顾之忧，我
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时候，也顺畅
得多了。”

“我现在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200 多吨，加工出来的绿茶、红
茶、黑茶等，在北京、新疆、内蒙
古、山东等市场十分畅销。”田洪
玉说。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夏秋茶的
精加工，利用即将建成的精加工中
心加大生产马力，力争完成今年签
订的3000吨大宗茶销售订单，提
高全县茶园下树率，缓解民营企业
压力，增加茶农收入。”在贵州苔
茶产业发展集团生产工作会上，集
团董事长童祖明提出目标。

“一杯好茶何为贵，干净好喝
且不贵。”围绕标准化建设，石阡
制定了《地理标志产品石阡苔茶》
和《地理标志产品石阡苔茶加工技
术规程》两个省级标准，促进了石
阡茶产业向规范化、清洁化、标准
化发展。再通过延伸茶叶产业链，
提高茶叶原料的利用率，增加茶附

加值，促进茶叶经济的增长。目
前，全县茶叶加工企业达到 170
家，茶叶专业合作社35家，其中有
省级龙头企业9家，市级龙头企业
15家。

品牌化建设 提高产业效能

2022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上闯新路的意见》 明确提出，做
优做精特色优势农产品，提高重
要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
化水平；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
略，打造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农
业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石阡
县上下深受鼓舞。而“石阡苔
茶”就是石阡县多年来不懈努力
打造的特色品牌。

这段时间，石阡县夷州贡茶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飞每天都进生
产车间，指导工人严格按照工艺规
程，做名优茶、品质茶、干净茶。

“这么多年来，我能够愈发感受到
我们‘石阡苔茶’的名气是越来越
大了，很多客户对我们苔茶越来越
认可。像我们的这款红茶，在市场
上销售得很好。”

如今，石阡还将茶叶销售与电
子商务相结合、与文化旅游相结
合，打造了京东石阡苔茶旗舰店等
线上销售平台。同时，通过“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进一步
激发苔茶品牌潜力，积极鼓励和支
持企业申报自营出口权，扩大茶叶
出口，抢占国际茶叶大市场。

“要做大做强一个产业，没有
捷径可走，唯有持之以恒，方能拔
云见雾。”在2022年石阡县生态茶
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上，石阡县副
县长李艳这样说道。

石阡县政协主席、县茶产业专
班牵头领导王刚强表示，贵州茶产
业已踏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石阡将
奋力抓住历史机遇，围绕“存量标
准化、增量芯片化”的战略思路，
做强做实石阡茶产业，让富民产业
更加富足。

▶茶业
发展促进妇
女就业
石阡县委宣
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