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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
一方百姓。”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小中见
大的富民产业，茶已成为诸多产区脱贫致
富的重要抓手，写就了10年间“点绿成金”
的非凡篇章。

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统计，全国有
近千个产茶县，涉茶人口8000余万，其中
茶农占半数以上。截至2021年，茶产业助
力全国12个省区337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百余个省级贫困县实现了脱贫，更有难以
计数的农民因茶受益，走上了致富奔小康
的幸福之路。可以说，茶区已在多措并举
的实践中，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在关键处做文章

这10年间，茶作为兴农产业，从国家
到地方层面得到的关注和重视与日俱增。

2016年，《农业部关于抓住机遇做强
茶产业的意见》发布；2017年“茶叶”
二字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及茶，茶的功能和
价值属性，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宽
阔的外延……全国各地茶产区也纷纷出台
了加快茶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和规划细
则，统领全局，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

有了明确目标后，各地精准发力，不约

而同地先在品质把控上做文章：在科技特
派员的支持下，从源头抓起，不施用农药、
化肥，实现茶园绿色精准防控，整体改变了
茶园面貌，也从根本上提升了茶叶质量安
全；从生产抓起，不断提升茶产业标准化、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趋势，加强品牌建设意
识，积极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鼓励开发
药物、保健品、功能食品、化妆品等精深加
工新产品，提高茶叶生产效益和茶产业持
续发展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举措下，茶叶品质得以
提升，品牌价值得以重塑，茶区得以旧貌换
新颜。

以旅促茶成趋势

“近年来，三江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良好生态发展茶产
业，以茶叶种植催生茶园旅游新业态，全面
推进茶叶、旅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以茶
兴旅、以旅促茶的‘茶旅融合’新路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联动探
索，也是全国茶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的
缩影。

如今，每到一处产区，消费者不仅可以
品茶、买茶，还可以体验采茶、制茶，享受茶
俗文化的乐趣。有专家如此定义茶旅融

合：以茶文化为主题、以茶产区为载体，以
旅游为内容、以产业化为导向的一体化发
展模式，带来了茶产业和旅游业的市场创
新和业态更新。

近10年来，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各
地也在不断凸显地域特色和优势，打造具
有乡土风情的、别具一格的茶旅内容。有
的产区重点围绕茶叶非物质文化遗产、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产品三大载体
赋能，提高茶产品文化内涵，提高美誉度；
有的产区在政策层面予以支持，积极挖掘
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满足消费者对健康
和美好生活的需求，丰富在茶区游购娱的
特色体验；有的产区引进和扶持有实力、有
能力的运营企业，吸引游客停下来、留下
来、住下来……无论是哪种方式，茶叶农旅
融合已成趋势，茶乡旅游成为地方茶产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乘势尝鲜转理念

“这是我们的网店，您可以直接下单，
包邮到家！”

“321，上链接！”
这两句耳熟能详的经典句式，恰恰是

10年来茶区在产销方式转变的有效例证。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等现代交易方式。也是在此前后，传统茶
企的网店线上开花，通过线下引流、线上购
买，逐步打造了自身品牌的电商版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面临疫
情给茶叶产销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传统
茶企再度革新，尝鲜直播业态，通过直播带
货等新方式，显著加快了线上茶叶营销的
步伐。

如今，茶企、茶农深谙互联网营销规
律，对网上茶叶推介会、电商节庆等活动驾
轻就熟，已从尝鲜者逐步变为行家里手，进
一步扩大了茶品牌的影响力，提升了茶产
品的销量，实现了传统茶企的线上转型。

回顾这10年，这般来之不易的成绩背
后，是多方面的成功“密码”：党的十八大以
来，茶产区发展理念“新”了，对于品质的把
控、茶园的管理更为规范、科学；茶产业接
收到的科技投入“高”了，机械设备全线升
级，茶类衍生品屡见不鲜；涉茶文旅思路

“活”了，将三产紧密联动，将文化注入产
品，令消费者的体验更为丰富多元；茶人营
销眼界“开”了，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积极尝
鲜直播业态，探索发展的新路径……

曾经身在偏僻山坳里的这片神奇
的东方树叶，毫无疑问，正在实现金色

“逆袭”。

东方树叶东方树叶 ““点绿成金点绿成金””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初秋时节，绕过涓
涓流淌的九鲤溪，走进
有 着 “ 中 国 扶 贫 第 一
村”之称的福建省福鼎
市磻溪镇赤溪村，映入
眼 帘 的 是 白 墙 黛 瓦 相
挨，街道商铺林立，茶
叶店、特产店、畲家风
味店林林总总。

“如今的赤溪村又经
十年发展，底子慢慢厚
了，人气渐渐旺了。”在
长安街口的大学生创业
示范点，返乡创业的大
学生杜赢，欣喜地分享
着自己茶叶加工厂的壮
大史，“去年，我们茶叶
营 业 额 已 突 破 500 万
元 ， 今 年 将 引 进 新 设
备、增加人手，冲刺700
万元年销售额。”

世界白茶在中国，
中国白茶在福鼎。作为
中国六大茶类之一，福
鼎白茶以其滋味清淡、
清甜爽口的特点深受广
大茶客喜爱。其中，作
为 中 国 扶 贫 事 业 起 源
地，赤溪村是一个地处
闽东大山深处的畲族行
政村，“三餐食番薯，遮
体破衣裳”是其昔日的
贫困状况。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村历经“输
血”式帮扶、“换血”式
扶 贫 和 “ 造 血 ” 式 发
展，持续依托白茶产业
和生态旅游资源优势，
形成了以茶叶、乡村旅
游为核心的产业格局。

“白茶、旅游、菌
菇，眼下赤溪村的生态
富民之路，越走越宽。”
赤溪村党总支书记吴贻
国介绍，2021年赤溪全
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32236元，村集体收入
超过255万元，真正闯出
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

与此同时，在福鼎市点头镇闽浙边贸茶花交易市
场，扑鼻的茶香沁人心脾，来往交易的茶商和茶农络
绎不绝。这座建于1998年的白茶交易市场，是闽浙
边界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年产茶季日交易量超200多
吨，见证了福鼎白茶的发展历程，也收藏着数十年来
全市振兴乡村的“致富”密码。

“我们农忙时去采茶，农闲时再打工，一年到头
都可以在家门口挣到钱。”今年69岁的点头镇大坪村
村民翁扬产开心地算着“致富经”，“我还把4亩茶园
租出去，每年能拿到不少租金，加上工资收入能有7
万多。”

距此5公里外的翁溪村，纪生缘(福建)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纪相炳正着手实施“振兴茶村”的远
景目标，“不仅要将生态茶种植全覆盖，还要打造村
民参与、活态呈现茶文化的‘东山下茶人村’，将高
品质白茶送出去，把茶客、游客引进来。”

田间与市场，店铺与秤上……时下的福鼎各地，
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茶叶嫩香的味道。

2021年，福鼎市茶园可采摘面积约30万亩，实
现茶叶总产量3.4万吨，其中白茶产量2.65万吨，福
鼎市茶产业综合总产值137.26亿元。同年，福鼎白
茶品牌价值又创新高，以52.15亿元名列2021中国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第五，并被授予最具品牌
发展力的品牌。

伴随着乡村振兴画卷的展开，目前，“数字茶
镇”“智慧茶园”等数字化项目在福鼎稳步推进，福
鼎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注册茶叶企业2800多家，经
过备案和登记工商执照的茶青经纪人有4300多人，
茶农有7.6万多户。

“到了晚年，天天能有一杯好茶喝，那也挺
好……”闽东“茶人”苏仕发朴实的话，像极了白
茶的工艺，自然萎凋，也有阳光的味道。十年为期，
一片神奇的叶子，成就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铺
就了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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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凤庆县种茶、制茶、饮茶历
史悠久。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良的
大叶群体种质资源、精湛的做茶制茶工
艺，使凤庆滇红茶从古至今享有盛誉。
近些年来，滇红茶更因其高品质吸引了
越来越多人的加盟，茶的销路打通了，品
牌打响了，真正成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

金水菡与村民合作共赢的故事，就
是其中鲜活的范例。10年前的春天，金
水菡这位东北女孩在大理游玩时，无意
间喝到了一款古树红茶。醇浓的回甘、
挂杯的芳香让她久久无法忘怀，她问老
板是什么地方的茶这么好喝，老板直爽
答道：这款古树红茶是从保山某个茶老
板那里买到的。见女孩想要一探到底，
便给了她一张保山茶老板的名片。

金水菡在找到那家茶店时，越喝越
有感觉，觉得自己从大老远的东北跑到
云南，仿佛就为这款红茶而来。店老板
透露道，这款古树红茶的产地不在保山，
是在凤庆。金水菡这才知晓，原来凤庆
就是著名的滇红茶的诞生地。1938年，
冯绍裘先生来到凤庆开创了凤庆大叶种
茶制作红茶的先河，从此凤庆便成为驰名中外的滇红茶故乡。

于是，她再度出发，从保山到凤庆178公里，一路辗转找到
了位于凤庆县城东郊的红茶市场，并认识了制作那款古树红茶
的师傅，找到了这款产品的源头——大寺乡回龙村回味茶专业
合作社。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她。到访茶山后，她发现山上几
乎都是近千年的古树茶，这样好的品质资源不应藏在“深闺”中，
而是要大力宣传出去。

为此，金水菡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她决定和家人一起扎根这
里，为凤庆古树滇红茶鼓与呼。她与回味茶专业合作社老板杨
朝龙一拍即合，一个专注生产，一个负责销售。弹指一挥间，10
年后，金水菡已打开古树红茶的北方市场，将其销往吉林、内蒙
古与甘肃等地，杨朝龙也将茶厂规模越扩越大。

在凤庆，这样因茶结缘、打拼致富的故事，在无数茶农身上
上演：全县13个乡镇187个村均种植茶叶，有7万多户农户超
33万人从事茶产业。

作为滇红茶故乡，凤庆县委政府以绿色、有机作为茶产业的突
破点和着力点，把全县茶园建设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目前，全县茶园面积51.59万亩。其中，野生古茶树资源3
万多亩，有人工栽培型古茶树群落2.8万亩。2021年，全县毛茶年
交易量4万吨，交易额14.78亿元，精制茶年销售收入22.1亿元。

可以说，滇红茶养活了凤庆县的一方百姓，其发展趋势事关全
县民生大局。县产业中心主任杨耀斌介绍：“2022年春茶季，凤庆
县实现干茶总产量2.24万吨，比去年增加0.23万吨，增长11.2％。
春茶季茶农户均收入8313元，比去年增加1556元，增长23%。”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云
南
凤
庆
：

﹃
滇
红
﹄
使
茶
农
日
子
更
红

许
文
舟

说起安徽省祁门县，对茶有
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立刻想到“祁
门红茶”。是的，祁门县是安徽省
重要茶产区，也被誉为“中国红茶
之乡”。对于祁门的茶农而言，这
里有一面带领着他们完成脱贫攻
坚、实现增收致富的“红旗”——
无性系早生茶树新品种“红旗 1
号”。

用安徽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理事、祁门县箬坑乡红旗村党支
部书记吴华清的话说，祁门县100
多个村庄中，不知道“红旗村”的
大有人在，但提到用红旗村命名
的茶树新品种“红旗1号”，基本是
妇孺皆知。

由于早生茶树品种在量上的
丰富性、个体的差异性、存在的广

泛性，决定了早生茶树品种家族
必是良莠不齐、千差万别的。祁
门县早生茶树良种选育在政府、
科研机构、茶农的共同努力下，实
现了“唯早是选”到“早中选优”的
科学转型。“红旗1号”就是从祁门
本土褚叶种群中选育出的无性系
早生茶树新品种。

作为“早中选优，优中选早”
的代表性茶树新品种，“红旗1号”
自商业化育苗以来，经栽培实践、
生产实验、市场检验，已被证明是
早生茶树品种家族中的佼佼者，
成为各地高效茶园建设的首选用
苗。2016 年 12 月 3日，“红旗 1
号”通过安徽省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鉴定，成为省级茶树良种（学
名：安徽4号）。

吴华清还从参与“红旗1号”
品种研究选育实验的安徽省农科
院茶科所研究员王文杰处了解
到，该茶树品种具有萌芽早、产量
高、芽头壮、颜色鲜、持嫩性强等
特点，市场美誉度较高。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
是近几年红旗村为社会发展作出
了什么贡献，我想，一定是‘红旗1
号’种植在产业扶贫中，作为一种
路径和杠杆，发挥了难得的酵母
作用。”吴华清自豪地说。

经过多年发展，祁门县已
建成“红旗1号”茶园面积3万
余亩，成年茶园亩效益达
5000元以上，祁门全县早茶
一产产值近2个亿，快速鼓起
了茶农的钱袋子。

“我们家主要供应红旗1
号、红旗2号、平地早系列的
早生茶苗，去年大概销售出去
了100万株。”作为红旗村的
茶苗培育大户之一，吴永德从
2008年起，就和父亲租种了

隔壁箬坑村的约1公顷流转土地，
经营家庭农场，专门从事优质茶
苗栽培。这不仅让吴永德有了稳
定收入，还使他颇有成就感：“茶
苗除了销往周边村落，还销往石
台、东至等地，甚至还有江西省的
客商联系我订购呢。”

在吴永德等一批致富“领头
雁”的带领下，一批有劳动力且对
茶苗种植有兴趣的贫困户纷纷选
择流转土地进行茶苗种植。

茶苗种植面积扩大了，村民
们收入增加了，大伙生产茶叶积
极性空前高涨。据统计，红旗村
年种植茶苗面积400余亩，出圃

“红旗1号”系列优质茶苗近5000
万株，满足了省内各茶区无性系
高效茶园建设刚需用苗，加速了
茶树品种结构调整步伐，推动了
茶园的转型升级，为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茶叶
生产力的发展。

吴华清介绍说，2019年，红旗
村茶叶一产产值超过1300万元，
人均茶叶纯收入过万元，率先实
现祁门县委县政府“祁红产业振
兴2111计划”中提出的“人均茶
叶收入1万元”的目标。

“你可能想不到红旗村以前
的日子有多贫苦，它曾是祁门县
最贫困的村之一。”吴华清告诉记
者，红旗村地处牯牛降与仙寓山
群山怀抱之中，曾由于区位偏僻、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发展受到严
重阻碍，2014年全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68户149人，贫困发生率
12.1%。

而如今，红旗村成为“安徽省
早茶之乡”，立足祁门红茶传统优
势核心区的资源优势，围绕主导
产业茶业，谱写了深山区贫困村
高质量脱贫的新篇章。

安徽祁门：

竖起祁门茶业的一面“红旗”
本报记者 李冰洁

赤溪村街道新貌赤溪村街道新貌

··非凡十年非凡十年··茶产业篇茶产业篇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福鼎市点头镇白茶交易市场福鼎市点头镇白茶交易市场，，茶农在和收购的茶商交易茶青盛况茶农在和收购的茶商交易茶青盛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福良田福良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