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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本报讯 （记者 徐金玉） 近日，中国茶叶学会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了 《茶叶感官风味轮》《光萎
凋红茶加工技术规程》《黄山市无化学农药残留茶园建
设技术规范》 等 3项团体标准的审定会。福建农林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省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参加此次会议。

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孙威江主持此次审定会议。与会专家
听取了各项团体标准申报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的报告，
认真审查了团体标准送审稿及相关材料，在质询和讨论
后认为：《茶叶感官风味轮》等3项团体标准编写规范，
符合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标准内
容完整，结构设置合理，可操作性强，具有一定的科学
性、先进性和市场指导意义。专家组一致同意3项团体
标准通过评审，并建议修改后发布。

《茶叶感官风味轮》 团体标准的研制将填补行业的
空白，这也将成为中国茶叶丰富多彩的感官品质向世界
进行推广的重要手段。

红茶是世界上茶叶生产和消费的主要茶类。国内外
实践表明，日光萎凋可以显著改善红茶的香气和滋味品
质，适宜的日光萎凋可以加工出甜（花）香气和甜醇滋
味。但是，由于室外日光萎凋的不稳定性以及人为因素
会导致品质的下降，生产上也仍然靠经验进行日光萎
凋。因此，《光萎凋红茶加工技术规程》 团体标准的建
立，将对红茶加工中正确应用光萎凋技术起到有效的指
导作用，从而提高红茶的品质。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茶叶安
全与品质需求不断增多。传统茶园为了进一步提高茶产
量，不同程度依赖化肥和农药。长期使用化肥易和农药
造成茶园土壤板结、酸化，结构性退化，给茶园带来不
容忽视的影响，也导致茶叶化学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产
品品质。《黄山市无化学农药残留茶园建设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在以茶叶产地环境、气候、空气、土壤、灌溉
水、茶园绿色防控等方面的大量研究结果为基础，旨在
将无化学农药残留茶园建设的技术经验予以固化，并为
全行业生产无化学农药残留提供借鉴。

三项茶类团体标准通过专家审定

良渚很古老，以她命名的良渚文化，实证了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史。

良渚很有味道，不仅因为有良渚文化，还因为那里有
一碗流传千年的“七味茶”。

良渚是杭州余杭区下属的一个街道，在良渚及周边的
径山、仁和等区域，家家户户都吃一种烘豆茶，也叫“七
味茶”。七味茶内有茶叶、烘青豆、胡萝卜干丁、笋干
丁、野芝麻、酸橙皮、豆腐干丁或花生仁等七种佐料。闻
起来清香扑鼻，喝下去生津解渴，特别是七味茶还有一定
的充饥作用，不像单纯的绿茶，越喝越刮肚皮。

七味茶听起来有七种味道，其主要的味道是咸。咸即
鲜，初入口咸咸的滋味，对第一次吃这种茶的人来说，都
会有一种新奇而惊艳的感觉。第二次续水，茶叶略带苦涩
的本味析出。到第三泡时，杯中青豆变得软而不烂，韧而
不硬，此时要边喝边转动茶碗，同时以手指轻弹碗壁，来
个“光碗行动”，将七种佐料全部吃下，所以又称为“吃
咸茶”。

七味茶需要一点小技巧才能吃得干净，制作起来更需
要花费一番功夫。配料都是取自当地的特产。青豆剥好，
大锅土灶盐水煮熟，沥干水分后，均匀地铺在钢丝网烘架
上，下面生炭火，不停地翻动豆子，小半天时间才能烘出
一架合格的青豆。茶叶一般是用径山茶。野生的酸橙肉不
好吃，剥了果皮切细腌制后晒干，柑橘与茶的搭配总是那
么自然。野芝麻其实不是芝麻，是房前屋后野生的紫苏，
芝麻般细小的种子炒熟后有一股清香。

七味茶的样子会让人想起流传在湖南、广东等地的擂
茶。两者都是加料的茶，最大的区别在于，七味茶在泡茶
时没有“擂”的粉碎动作，所有的配料都完整地呈现，用
料一览无余。

七味茶什么时候开始在余杭流传，当地人也说不准。
有传说是由当地千年古刹“普宁寺”的禅茶文化发展而
来，兴盛于民间，七味配料寓意为“佛家七宝”。也有老
人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龙舟曾在这里的运河边停
靠，当地官员敬献七味茶，乾隆品尝后大为赞赏，封为

“御茶”。
目前有史可查的，是明代 《钱塘县志》 中的记载：

“烘青豆茶，以紫苏籽、渍枳皮和茶叶饮之”。清道光年
间，出生在余杭仁和的乡村诗人韩应潮，留下《栖溪风味
十二咏》，有一首专咏烘青豆茶：“莫笑冬烘老圃俦，豆棚
早屑话深秋。匀园剥出纤纤手，新嫩淘来瑟瑟流。活火焙
干青玉脆，盈瓶赠到绿珠投。堆盘正好消寒夜，细嚼诗情
一种幽”。

“其实，余杭的七味茶历史已有千余年，是一种从唐
代就流传下来的饮茶方法，在茶叶中添加其他佐料，包括
用广口浅腹的茶碗冲泡，都是那时的饮茶习俗。”余杭区
茶文化研究会会长沈昱对本地茶史颇有研究：“一千两百
年前，陆羽著 《茶经》 时，在余杭境内寻茶、写作、居
住，记录了当时人们煎茶饮茶的习俗，七味咸茶可以说是
唐代茶饮的现代版”。

翻开《茶经》细读，果然看到了七味茶的影子。“五
之煮”中说：“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六之饮”
写道：“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
百沸……而习俗不已。”“七之事”记载：“ 《广雅》 云：

‘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
眠’”。

一碗七味茶，从历史深处走到现在，自有其独特的魅
力。在余杭，农村有娶妻、建房等大喜事都会请邻居们吃
七味茶，有贵客上门也会敬一杯七味茶。

现在正是冬闲时节，家家户户的茶料都已备好，这时
如果去余杭农村，经常会看到妇女们聚在一起欢声笑语，
这也是一项古老的吃茶习俗。平时各自忙活的小姐妹们，
在春节前后会相互邀请，轮流作东，大家一起聊聊家常，
做做手工，围坐一圈吃七味茶，称为“打茶会”。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余杭流传千年的“七味茶”
张治毅

“茶陵”以茶冠县名，有神农尝茶开
启千年国饮传说；安化等地所产的“渠江
薄片”远销江陵、襄阳一带，亦有隋文帝
靠煮饮“长沙府辖梅山渠江一带山中”茗
草治愈头痛的故事……茶产业在湖南发展
了上千年，有无数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对
于研究湘茶数十年的我来说，对其有着难
以割舍的眷恋。

湘茶进军千亿产业

9年前，我参加了一场由省政协组织
的春茶调研，考察了长沙的几个茶厂。

湘茶的出路在何方？那次考察为我提
供了学习与思考的机会。当时全省茶产值
在500亿元左右，我们提出了千亿茶产业
开发的想法，得到考察组相关同志的赞
成。

后来，经多方努力，我省出台了《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茶叶产业提质
升级的意见(湘政发〔2013〕 26号)》，明
确提出“到2020年，建设300万亩优质
茶园，无性系良种面积达80%以上，产
量45万吨，年出口8万吨以上；力争实
现1000亿元茶业综合产值，全省茶农茶

业收入翻一番。”
自此，湖南吹

响了向千亿茶产业进
军的号角。

茶产业的多功能
性 十 分 突 出 。 近 年
来，我先后十多次去武

陵山区、罗霄山脉等产茶
重点区考察调研，这些地方

也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
主战场。湘西州十八洞村是精准

扶贫的首倡地，其中，茶产业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茶产业是精准扶贫的重
要产业，也将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五彩湘茶”成品牌

“湖南有什么茶？”“湖南茶品牌是什
么？”这是市场的疑问、产业的疑问。

湖南地理环境形态多样，拥有茶叶生
产多样化、地理标志化、特质化的天然优
势；但又面临标准化、规模化的区域差异
性障碍。

如何将劣势转变为优势？关键在于认
清茶的“真面目”、摸透自然的“脾气”、
找准消费需求，把茶叶的功能性、消费者
的个性化需求、市场发展趋势结合起来，
并由此作出判断，剖析出湘茶的问题与潜
力。

产业发展的思路打开后，一批茶叶品
牌也打开了市场。

具有千年传承的湖南黑茶先在市场一
炮打响，具有“去油去脂”功能的安化黑
茶销量增长迅速，市场稳定性和持续性呈
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其中，茯茶以“金
花”（冠突散囊菌）为重要标志，很受消
费者欢迎。

武陵山区黄金茶为代表的潇湘绿茶也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茶中的氨基酸含

量比普通绿茶高出一倍，且口感良好。
随后，湖南红茶成为新的增长点。湖

南红茶曾与茅台同获巴拿马金奖，以“花
蜜香，甘鲜味”的优势，销量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

绿、黑、红三种茶，形成湘茶三足鼎
立之势。后来，岳阳黄茶在厚重的底蕴中
稳步前行，桑植白茶异军突起，“五彩湘
茶”成军。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持“五彩湘
茶”成为公共品牌，省供销合作总社买下
已被注册的“五彩茶”品牌，使“五彩湘
茶”顺利地成为省域公共品牌。

湖南以差异化优势打造湘茶特色，突
破产业、市场、品牌、科技等瓶颈，彰显
湘茶特质。2021年底，湘茶综合产值达
1012亿元。

前不久，“五彩湘茶 共享非遗”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千两茶、
茯砖茶、君山银针茶制作技艺）入选人类
非遗代表作名录宣传展示湖南主场活动在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今年，湖南省
一次性有千两茶制作技艺、茯砖茶制作技
艺、君山银针茶制作技艺3项非遗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成
绩值得祝贺、工作值得肯定。全省要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进
一步提升非遗保护工作的强大动力，切实
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努力推动非遗融
入现代生活，助推相关产业，带动富民
发展。

茶产业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跳出湘茶看我国茶产业发展，要谨防
风险。

多年前我曾撰文提出：“茶产业是助
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是偏

远山区精准脱贫和重点产茶区致富的重要抓
手。各大茶区种产茶热情空前高涨，风险也
随之而来。”

防什么风险？产能过剩风险、高成本风
险、氟含量高风险、农残风险、重金属超标
风险、自设“藩篱”风险六大风险。

近年来，茶产业有许多新赛道，如奶
茶、果茶、各种功能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
穷。但效益呢？

去年4月的一篇报道指出，开奶茶店赚
钱难度较高，当前全国 48 万家奶茶店，
80%日入不到 150元，仅 10万家能赚钱。
其实，能赚钱的店铺往往是头部企业，在进
货、租店等成本支出上谈价能力强，品牌外
溢效应强，控本增益者方可盈利。

去年7月，我请“专家”“喝”奶茶，
既闻奶茶香，更品奶茶“苦”，建议对湘奶
茶发展的定位要清晰、有特色、要竞优。

茶产业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我几
乎每年都要与周重旺、黎明星、吴浩人等一
批知名专家多次调研讨论其“热点”问题。

我认为，茶产业新的出路在于消费市场
创新和科技创新带来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市场方面，不仅要关注小众
化、个性化、区域化的开发需求，更重要的
是如何提升品质以应对持续稳定成长中的大
市场的消费需求。

第二，是科技创新。茶的品质、功能的
提升，消费的多样化选择、个性化需求，大
健康功能的彰显，都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

当前，根据湖南省出台的《千亿茶叶产
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到2025年优质茶园面
积要达到并稳定在3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
突破 1500 亿元。面对现实问题和新的目
标，围绕加大科技人才支持力度，我们要在
发展智慧农业、打造数字乡村过程中创造茶
业新优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乡村
振兴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湘茶飘香号角已吹响湘茶飘香号角已吹响
李云才

为进一步推动茶文化传承弘扬，做好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后续保护工作，文化
和旅游部部署全国举办2022“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
主题活动，在茶园、茶厂、城乡社区、非遗馆、传习所等
场所举办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强的参观、体验、交流
活动。

浙江：杭州宣言发布

“我们，‘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保护工
作组的47个成员单位，在杭州参加庆祝该遗产项目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轮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而举行的工作组特别会议，共商保护传承……”

12月18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庆典仪式如约而
至。会上发布了《迈向可持续发展新未来——“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保护传承杭州宣言》，寓意
入选人类非遗是该遗产项目保护发展历程的重要里程
碑，也是共同开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保
护的新篇章。

宣言提出，将做好激发代际传承活力，促进传承发
展；扩大实践范围，拓展实践空间和实践形式；促进可
持续发展，弘扬当代价值；完善保护机制，深化互动协
作；持续监测该遗产项目的潜在风险并妥善管理等5
个方面工作。

其中，包括以入选人类非遗为契机，拓展民众对
茶文化、茶相关知识的认知，开展多样化实践；在

“国际茶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民饮茶日”等
重要时间节点，吸引民众最大程度参与体验，凸显

“茶为国饮”，增强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等内容。

宣言发布只是浙江主场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浙江
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牵头申报省
份，于12月 1日至 19日举办了丰富多样的庆祝活
动，包括“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展览展
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全民体验、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主题购物节等子
活动。

全民体验活动于12月1日至18日开展，以“播放
一部申报片、开设一堂专题课、推出一场非遗展、体验
一次茶技艺、品饮一组中国茶”为内容，在浙江全域范
围内，让该遗产项目走进学校、机关、企业、社区、景区、
家庭等，营造群众与非遗零距离的体验之旅。

主题购物节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同步开展，围绕集
市会展、线上展销等形式，展示展销来自该遗产44个
子项目的茶品、茶点、茶俗及茶文创产品，促进民众对
项目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能通过相关产
品，品味美好生活。

广西：舞动多彩民俗

歌舞表演《油茶情歌》、男声独唱《我在六堡等你来》、
快板与唱天《壮美广西看今朝》……12月16日，“壮美广
西·茶和天下”——庆祝广西“六堡茶制作技艺”“瑶族油
茶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宣
传展示活动在南宁金砖茶城非遗园区开幕，壮乡各族儿
女欢聚一堂，用自己的方式唱出了内心的喜悦、舞出了民
族的风采，传递了广西非遗保护传承的决心和力量。

活动现场还设有各大精品展区，让市民和游客近距
离感受非遗、了解非遗。六堡茶、油茶、桂花糕等美食，不
仅让市民游客现场吃得香，还领略美食制作的精湛技艺。

主办方介绍，六堡茶是中国黑茶类的佼佼者，上品六
堡茶有“红、浓、陈、醇”四个特点：红，即汤色棕红；浓，即
茶汤黏稠；陈，即香气陈纯；醇，即滋味甘醇爽滑。六堡茶
经过采青、摊青、炒青、揉捻、复炒、复揉、堆闷、三炒、三
揉、烘干、挑拣、蒸压、陈化等十三道工序，陈化时间越长，
汤色越红，色呈琥珀。2014年，六堡茶制作技艺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瑶族油茶习俗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
90年代后，“恭城油茶”传至桂林及广西各地，2008年被
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
目。如今桂林的街边小店、大排档或是高档酒楼，都有油
茶的身影，喝油茶已成为人们饮食休闲的一件趣事。
2021年5月“瑶族油茶习俗”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此次活动共持续3天，其间举办了“壮美广西·多彩
非遗”——广西非遗精品艺术展演、“广西有礼 广西美
味”文旅商品和非遗美食大集市等活动。

江苏：培训助力传承

近日，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江苏省非遗保护
中心、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非遗茶韵 为美
好生活添彩”江苏省茶制作专项提升培训班近日在扬州
市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近40名茶制作从业者、茶制作
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汇聚一堂，提升专业技能创新能
力，探讨茶产业发展。

11月29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
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江苏的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
艺”和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位列其中。此次，扬州牵
头举办茶制作专项提升培训班，以茶会友，推动茶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

主办方介绍，培训班旨在进一步提升全省茶制作从
业者、茶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专业技能和创新
能力，助力江苏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期两天的培训
课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邀请了江苏省内制茶行业专
家分享茶叶加工技术和品质评价、茶叶绿色生产技术知
识以及茶旅融合发展先进经验，并安排了富春茶点制作、
扬州本地名茶“绿杨春”基地实地调研。 （本刊综合）

非遗茶韵 为美好生活添彩
炙茶、碎茶、碾茶

…… 近 日 ， 在 福 建 省
“茶和天下·共享非遗之
福 茶 香 飘 ” 主 题 活 动
上，省非遗传承人章志
峰历经十几道工序带来
非遗茶百戏表演，茶沫
随着清水勾勒出不同图
案，引得现场观众惊奇
连连。

此次活动在南平武
夷山启动，围绕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专家报告、成果展示、
文化习俗演艺等形式，
庆祝“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
成功。

活动中，为进一步推
动福建传统制茶技艺传承
保护创新发展，武夷岩茶
(大红袍)制作技艺、铁观
音制作技艺、福鼎白茶制
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窨
制工艺、坦洋工夫茶制作
技艺、漳平水仙茶制作技
艺6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保护单位负责人签署
联合倡议书，提倡共同守
护非遗保护成果、共同凝
聚非遗保护力量、共同搭
建保护合作平台、共同激
发传承创新活力，形成福
建传统制茶技艺保护传承
与创新运用的“福建范
本”。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
茶文化武夷论坛，专家
学者以茶论道，分享了

《共享世界非遗成果，文化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基于国际标准和非遗的乌龙茶产业发展分
析》等报告和经验，为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实
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
深层次、宽视野、多维度的启发与建议。

“此次申遗成功，是对全省茶产业的一大推
动，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未来，我们要
进一步推动茶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讲好新时代中国
非遗故事。”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非遗传
承人王顺明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刘仲华认
为，福建是四大茶技艺的发源地，应进一步利用先
进的独特的制作技术和现代装备融合，把“福茶”
的品质越做越好。同时，要把茶的文化属性、品饮
属性、健康属性融为一体，打造茶康文旅融合的第
三产业。

福建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国最重
要的产茶省和茶类最齐全的省份，也是中华茶文化
发源地之一。与会嘉宾还深入考察了燕子窠生态茶
园、武夷岩茶核心产区九龙窠—母树大红袍、星村
镇大坪洲生态茶园、香江茗苑茶旅融合、武夷星茶
庄园、永生茶业有限公司等项目，详细了解南平茶
叶种植培育、生产销售、茶文化保护、茶科技研发
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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