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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茶一线助

采茶工井然有序地采茶工井然有序地
步入茶园步入茶园，，成为溧阳春成为溧阳春
天的一道风景天的一道风景。。

说起喝茶，如果您还认为，这是
一件传统古朴、讲究繁多，甚至年长
者才喜爱的事，那就“out”了。在流
行的公共社交平台 app 上，多有年
轻人分享着自己的饮茶日常。可以
说，传统的中国茶，已经被喝出了新
风尚。

如果说奶茶店、调饮茶店是前
几年茶饮界的佼佼者，那么新式茶
馆则是今年茶饮市场的新宠，它们
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让传统茶饮在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立足，受到了
广大年轻人的喜爱。

与传统古典装修风格的茶楼不
同，新式茶馆虽也多采用原木风，却
更时尚简约。这里用的茶有传统六
大茶类，也有老板特调的混合茶，以
及各类花草茶。冲泡方式有壶泡
茶、杯泡茶、冷泡茶、碳煮茶等。人
们也不再是像以往拿出一大块的时
间，坐下看茶艺师复杂的泡茶手艺，
而更像是在连锁咖啡厅一般，茶饮
立等可取，让喝茶更适应年轻人的
生活节奏。

试想，如果公司开会、白领上
班、情侣逛街，不再人手一杯某连锁
品牌咖啡或调饮茶，而是选择一款
喜爱的中国茶，却依然有着前者的
时髦感，那么传统茶文化就算是真
正走入了时尚新生活。

“你还喝起茶来了？”网友丫丫
把这种新式茶馆推荐给朋友微微
后，收获了对方不可思议的目光，这
大概是一般“90 后”“00 后”对于身
边人开始喝茶的普遍反应。但更多
年轻人在体验了新式茶馆后则表
示，在如今讲究健康控糖的风气下，
奶茶、调饮茶已经不是最爱，传统茶
饮渐渐走入生活。更有人认为，茶
本身就是中国人最传统的饮料，这
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这种新的
业态让年轻人爱上它，才能更好地
传承下去。

而如果您还认为喝茶是朋友聚会
聊天，那也“out”了，如今“请陌生人喝
茶”成为继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活动
外，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在许多城市开
始流行。

一般这类活动的组织者，自己就
经营这一个茶空间，一方面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引流，另一方面，这种形式更
加吸引年轻受众，也是向他们推广茶
文化的新方法。

其实，年长者的茶友圈就是从常
去的传统茶楼慢慢建立的。对于茶楼
老板而言，每位客人刚来这里都是陌
生人，从生人变熟客，是他们的传统经
营模式。而客人与客人之间，刚开始
也是陌生人，坐下来一起喝杯茶，久而
久之就变成了朋友，朋友加朋友，就形
成了茶友圈。

那么对于年轻人而言，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参加一些和陌生人喝茶的
活动，既可以满足味蕾，品尝老板为当
天主题特意安排的一款茶，也能够结
交新的朋友，聆听他们的故事，开拓自
己的眼界。正所谓“以茶会友”，从古
至今，这道理竟从未变过。

在快节奏的都市中，多有年轻人
忙于工作、疏于社交，甚至“社恐”。这
种有主题的品茶活动为大家打开了一
扇窗。有人说，虽然“社恐”，但好喜欢
这种活动；有人好几次报名没报上，深
表遗憾，但依然在组织者社交账号下
积极留言，希望有机会参加；当然也有
人担心互相不认识的人见面，会不会
尴尬，却被鼓励说来试试就知道了
……其实，所谓人以群分，愿意参与这
种活动首先就已经有了共同兴趣，而

“茶逢知己千杯少”，以茶为媒，说不定
新的朋友会带来新的世界。

在年轻人的世界里，传统茶已经
迎来新风尚，以后再有朋友诧异于你
爱喝茶时，不妨带他们体验一下新式
茶馆或陌生人茶话会，兴许就会多一
个人爱上喝茶呢！

传统茶 新风尚
李冰洁

沿着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铜官
山往上走，一垄垄茶树在碧空映照下
更显苍翠。不同于春茶吐新绿的青涩，
盛夏的茶山、茶树汇聚成一道道绿浪，
身处其间，茶香扑面，沁人心脾。

一个年轻人从茶园深处走来，
身后三五成群的学生挎着小篮子，
正在体验采摘活动。他告诉笔者：

“今年春茶忙季已经结束，秋茶未
起，这些天趁茶园空闲，又正值学校
放暑假，就带孩子们来体验茶叶采
摘。接下来，茶园马上要进行茶树修
剪工作，再看到这样满山茶树的景
象就要来年了！”

这位年轻人名叫吴昊，是常熟市
政协委员、海虞茶叶有限公司总经
理、苏州市农村青年创新创业联合会
理事。吴昊是铜官山下长大的孩子。
2016年，铜官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启动，吴昊就是在这个时候辞职返
乡，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做起了农业。

怎样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出一
条融合智慧农业、乡村美游、共同富
裕等要素的乡村农业振兴道路，是
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说：“从软件
工程师到金融风险管理师再到茶厂
经营者，我的工作经历可谓是‘跌宕
起伏’。而现在作为‘七峰碧螺春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我要以传统制
茶工艺为依托，融合体验活动，带动
周边观光、餐饮、园艺、游乐设施共
同发展，在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过
程中，带领村民们实现共同富裕。”

吴昊对制茶车间进行现代化清
洁生产流水线改造，开辟采摘体验
茶圃，打开非遗制茶工艺车间，与学
校等机构团体合作，开放采茶体验
和品茶休闲，给茶园带来了更高的
人气和口碑。吴昊说，他们现在做的
是用创新思维打造绿色生态农业链
条，用多元业态助力城市乡村有机
衔接，用全域理念诠释融合发展先

行之美，让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
兴打开思路。

吴昊还是铜官山村的联村政协委
员。常熟市政协通过“界别联镇（街
道）、委员联村（社区）”，让政协走进群
众，让群众走进政协。正因如此，吴昊
在与村民的联系沟通过程中，引导更
多年轻村民返乡创业，办起了农家乐、
开起了茶馆。

常熟市政协委员、海虞镇社会治
理和社会事业局文体旅负责人章利亚
表示，正是因为有了像吴昊这样的年
轻人回到家乡，在青山绿水中激荡青
春的光彩，美丽乡村建设才能行稳致
远。社会各界要通力合作，提升农村环
境设施建设，增强“青和力”，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

美丽乡村的建设，离不开文旅融
合。常熟市政协委员、市文体旅局副局
长戚晓维早已关注到这个问题，她说，
多年来，常熟一直坚持把乡镇发展中
的遗留物拾起来，把美丽乡村的小径
衔接起来，把山麓湖畔的防火通道、亲
水游道串联起来，通过打造咖啡间、茶
空间、民宿客栈，让“遗产变宝”，给山
水注入活力。常熟有很多像铜官山村
这样的美丽村庄，不仅要成为“网红”，
更要做全面发展的“常青树”。

眼看着旧貌换新颜，吴昊琢磨着
升级铜官山茶园，上山有茶林，下山有
树林，在农庄叠加品茗、垂钓等休闲观
光项目。去年秋天，装饰一新的同观山
庄正式面世，吴昊的“田园梦想”又迈
出了一大步。吴昊说：“农村的环境变
好后，我们年轻人就更愿意回到乡村
来。”常熟还有更多像铜官山村这样的
美丽村庄，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在他们
的奋斗中，文旅融合的美丽村庄不仅
是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三农”全面发
展的“助推器”，更是提升城市活力，彰
显城市文化自信的“蓄能池”。

茶香沁润乡村魂
——江苏省常熟市政协委员走出农文旅融合新路子

解嘉

立秋已过，处暑将至，杭州的“三
伏天”似乎还望不到头，每天40°C
上下的高温，出门恐怕会被烤化，让人
只想躲在空调房里喝茶。

喝茶可以消暑，特别是绿茶。因为
在炒制时经历了两三百度的高温，火气
消磨怠净，绿茶被看作是凉寒之物。夏
天喝绿茶，能祛除人体的暑热。

可是茶树就没有给自己消暑的本
事了。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蒸烤”模式，
半个多月的无雨天气，杭州茶园里的
茶树们还好吗？

驱车去城西的龙井茶乡，水泥道
路上的反光晃眼，肉眼可见热浪滚滚。
到了茶山脚下，顾不上男子汉的形象，
撑开一把伞才敢走下车，感觉瞬间进
入了烤箱。路边树下，草帽长袖的茶农
老钟在等我。

抬头看山坡上的茶园，茶树们都

被黑色的遮阳网覆盖着。种了几十年
茶叶的茶农们，早就采取了抗旱措施。
也有一些茶园没有遮网，问了一下老
钟，说是有的茶农没有料到今年的高
温天时间这么长，还没来得及挂网。有
的因为种的是老底子的群体种，根系
深一些，抗旱能力也强一些。

顶着烈日，我们顺着前几年修好
的石阶爬上山坡，不时能看到一个个
人工水池。“这些是前几年建设的，兼
有抗旱和防火的功能。2013年我们也
经历了极端高温天气，不能吃两遍亏。
早上太阳出来前，我已经把这片茶园
都浇了一遍了。”老钟指着脚下的一个
水管开关说：“浇水要在早晚，太阳猛
的时候浇水会伤苗。”看着老钟黑瘦的
脸庞、明显的眼袋，我知道他这段时间
肯定是起早摸黑，很是辛苦。

“你看这片茶树，叶子已经有点发

红，有的已经焦边，是龙井43，这个品种
的根系浅，不经晒，跟人一样得‘热射
病’，受了内伤了。”对已经受伤的茶树，
只能在旱情缓解后作进一步的修剪、追
肥，利用秋季的生长期补回来。

四处张望，可以看出近年来的生态
茶园建设还是颇有成效的。山头树木葱
茏，涵养水源，使茶山的泥土基底不会太
干。茶园中间植有散布的樱花、桃花、桂
花等乔木，加上原来保留下来的大樟树，
能对茶园微气候起到调节作用。茶垄之
间、梯田直壁上，都留着野草自然生长，
能减少浅土层水分蒸发，避免土壤板结，
改善茶园微生态。

茶树虽然耐瘠薄，也有较强的抗旱
能力，但这么长时间的高温无雨，还是容
易受影响。浇水的办法最直接有效，可有
些地方山高路远，缺少水源，只能想其他
办法。除了遮阳网，还可以在茶垄之间铺

上秸秆，减少水分蒸发。“现在气象局、茶
叶协会每天都会给我们的手机推送天气
预报和茶园管理建议。”老钟介绍，除了
茶农们自己积累的种茶经验，附近的茶
叶科研机构也会来指导他们做好抗旱工
作。

茶叶生产目前主要还是看天吃饭，
解决抗旱防晒的问题，可能还是要靠茶
科技。比如，选育出更抗旱的茶树品种，
将蔬菜大棚的滴灌技术复制到茶园里，
发展浇水无人机等等。这些都已经有成
功的经验了，只是铺开还需时日，也要考
虑成本的问题。我想起曾在径山的抹茶
基地看到，他们对茶园的遮阳、浇水等管
理，都是在手机APP上用手指一点就能
完成。

人工增雨也是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只是作业条件有一定要求，没有云彩不
行。抬头看看天空，像一块巨幅的蓝布，
空气真好。此刻，我居然有点想念起以前
很不受待见的台风来。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走进高温天的茶园
张治毅

白茶“名片”

溧阳，是天目湖白茶之乡。从20世
纪90年代，自浙江安吉引种的第一株

“白叶1号”在这里生根发芽后，云雾茶
园美如画、茶农“画中”采茶忙的场面，
早已成了溧阳一景。

“若是游人在采茶季来参观，会看
到和其他茶区迥然不同的景致：远远望
去，茶园泛着一层薄薄的白光，就像雪
花轻轻洒落一样。”葛联敏介绍，从3月
底到清明节前，茶树冒出的芽头都是白
色的，要趁着这十来天的光景尽快采
摘，等到清明以后，气温渐渐升高，茶芽
便会失去白化特征，变成绿色。

“我们以一芽一叶为采摘标准，生
产出的天目湖白茶氨基酸要比普通绿
茶高一倍左右，而茶多酚又会减少一
半。氨基酸越高，茶越显鲜爽，茶多酚
越低，苦涩味越轻。正因如此，连我十
几岁的儿子也爱喝绿茶，没有苦涩
味。”葛联敏笑着说。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天目湖白茶
已逐步发展为溧阳农业的主导产业，
目前全市茶叶种植面积7.2万亩，其中
天目湖白茶面积超过4万亩。

但问题也接踵而至。随着种植规
模的不断扩大，小规模种植户占70％
左右，且地产地销的竞争日趋激烈。一
些种植面积只有几十亩、百余亩的小
茶农，由于竞争压力大、打不开销路，经
营陷入盈亏不定的困境。

联盟“解题”

葛联敏曾做过多次市场调研，他
发现，天目湖白茶销售的“旺季”特征
日渐明显。

“4月5日之前的销售额能达到全
年的60%、70％，甚至70%以上，清明
节过后销售的数量急剧下降。按照这

种趋势，售茶的时间越来越集
中，1年的事情放在10天里做，
肯定是忙得晕头转向。于那些又
要采摘制作，又要销售的茶农来
讲，更是吃不消。”葛联敏说，何
况绿茶强调鲜爽，都是卖新茶。
“茶农辛辛苦苦盼了一年，终于
将茶叶做好了却卖不出去，这
于他们来讲是最大的事情。”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关键
词——板块细分：让种的种、制
的制、销售的销售，可以通过组
建联盟，给茶农“减负”，在采
摘和制作后，将销售统一到
公司来运作。这样既能结
束茶农“孤军奋战”的
状态，又能节省加工
设备的重复投资
及营销成本，抱
团实现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换句话说，
这是一件互利共
赢的好事，茶农
的产品销路不愁
了，公司也有了
产业规模，对于
一个品牌的做大
做强也有助益。”
葛联敏说，但要

“入盟”不仅有门
槛，还有考核期。

茶农樊球生
就历经了近 3 年
的考核。“老樊的

茶园面积有200亩，所在地理区位优
越，茶叶的内质不错，但管理和加工基
础都很薄弱。”葛联敏说。

“加入联盟以后，我改变了茶园的管
理方式，不用化肥，只施有机肥，不用除
草剂，100%采用人工除草。茶园的生态
环境更好了，茶叶品质也得到了提升，我
们还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生态农场’之
一。”樊球生笑着说，“茶叶加工也在手把
手地教学下补足了短板，品质达标。现在
一年收益能达到30万元以上。”

葛联敏补充道：“自2006年组建茶
叶联盟以来，我们统一管理加工标准，
实行合作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目前已
经带动了苏皖30多户分散经营的茶
农，茶园面积超过5000亩。”

品牌“发力”

有了优质茶基地的底气，葛联敏
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品牌建设上。

“疫情以前，一到采茶季，客户都
会上山看茶，看你如何制茶后再下订
单。现如今，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
客户在三四月份时来不了了，看不到
你采茶、做茶，若是要下单，就会相信
品牌的力量。正因如此，品牌建设至关
重要。”葛联敏说。

那么，什么是品牌？若朋友这么问，
葛联敏常有一句大白话式的解释：“走
出溧阳，还认识你不？走出溧阳，人家
不知道你，那就是地方小品牌。”

在葛联敏看来，客户在哪儿，茶企
就要把宣传聚焦到哪儿。“茶叶销售具
有区域性，对于我们而言，只要把江苏
的市场做深、做细、做透了，全国的市场
也就做好了。现在，我们的市场在南京
占据70%，在省外主要销售到北京等
地。”葛联敏说，要做响品牌，包装设计、
茶叶优选、快递运输等都有要求。

“比如，我们的包装袋就是医药级
的，而且使用了脱氧剂，可以更长时间
进行保鲜。放在冰箱里冷冻1－2年，它
的味道误差都不会太大。”葛联敏介绍，
这种操作方式由他们和脱氧剂企业联
合开发。“有的茶类保鲜采用的是抽真
空，但对于我们并不适用。天目云露的
外形是茶芽，抽真空会把茶芽抽断。而
脱氧剂的采用，既不影响茶叶外形，还
可以避免茶叶氧化，延长保鲜时效。与
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做好各个环节，
比如，我们的茶叶包装外观时尚新潮，
充满设计感，并且还是目前国内唯一一
家在包装上使用盲文识别的品牌。”

要做大做强品牌，葛联敏还有一
个更加长远的设想。前不久，他刚提交
了一份关于集约高效利用天目湖白茶
行业资源的提案。

“溧阳茶叶制作加工季节性明显，
尤其是天目湖白茶的加工，时间紧、任
务重、周期短，一年只做十几天的时间，
造成设施设备常年性的闲置。且全市
300余家茶叶生产经营主体中，有生产
许可证的占比不到25%。”葛联敏说。

“集约高效利用天目湖白茶的行业
性资源，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普遍共
识。为此，我建议可以建设‘超级工厂’，
建设茶叶集聚加工区。十口小锅，不如
一口大锅，这样既可以保证智能化、标
准化、清洁化的生产，为那些不具备生
产条件的种植户提供服务，也可以进一
步提升茶叶品质，更有效地联结茶企、
茶农和市场。”葛联敏说，“天目湖白茶
是溧阳一张响亮的金名片，我们要努力
提升技术，带动溧阳白茶向高质量发
展，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谱写好共同
富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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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视点茶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小作坊小作坊
式的生产经营常被看作式的生产经营常被看作
茶产业做大做强的茶产业做大做强的““紧紧
箍咒箍咒””，，规模小规模小、、设备设备
简易简易、、品质更是良莠不品质更是良莠不
齐齐。。如何破局如何破局，，成了各成了各
地茶人都在努力探索的地茶人都在努力探索的
命题命题。。

幸运的是幸运的是，，江苏省江苏省
溧阳市政协委溧阳市政协委员员、、溧阳溧阳
市 茶 业 行 业 副 会 长市 茶 业 行 业 副 会 长 、、
天目云露茶业有限公天目云露茶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葛联敏已用司董事长葛联敏已用
2626 年的事茶经历年的事茶经历，，找找
出了命题的答案出了命题的答案。。创创
建茶叶联盟建茶叶联盟 1616 载载，，他他
和当地茶农一起和当地茶农一起，，共共
同书写着携手并同书写着携手并进的进的
致富故事致富故事。。

茶论道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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