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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一线助

茶论道煎

业视点茶

乡采风茶

“北有马连道，南有五里亭。”
走进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五里亭茶
集市，上千家茶商铺就“万里茶
道”，香飘四海、韵动五洲……

“目前，全国茶商界 70%是闽
商，福州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要从
自身的特色产业与文化入手，‘茶’
无疑是最好的抓手。”近日，福州市
政协召开“重振福州世界茶港 助
力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专题协
商座谈会，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茶
企代表等围桌而坐，共商茶事。

福州是近代中国著名茶市和三
大砖茶中心之一，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港口城市，有“世界茶
港”之美誉。下一步，如何加快问
鼎“世界茶都”，把福州打造成

“世界茶港城”，如何进一步重振福
州作为世界茶交易中心的雄风，以
茶名片讲好福州故事，传播福州的
名声，塑造福州的形象？委员们热
情高涨，很有话说。

在委员们看来，当前，福州具
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商贸平台、交
通网络及茶文化氛围，对于全市发
展茶产业、繁荣茶商贸、弘扬茶文
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调研
中他们发现，当地茶产仍存在“福
州世界茶港城”建设缺乏针对性实

践探究、“福州世界茶港城”海丝文
化资源保护缺乏研究等问题。

委员们建议，推动“三茶”融合
发展，加快“福州世界茶港城”建设
调查研究，并利用实地调查法、专家
调查法、文献分析法，构建“福州世
界茶港城”建设理论体系。同时，从
博物馆模式、文化旅游节庆（节事）
模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模式、宗教
古寺体验模式以及古镇（村）居民生
活原生态再现模式入手，凝练出符合

“福州世界茶港城”特色文旅开发与
遗产保护协同发展路径，助力创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

“要加快解决五里亭茶叶批发市
场变迁及运营难题，真正打造集茶叶
产业链大数据中心、福州茶文化传播
中心、电子商务、农产品质量安全和
研发中心等为一体的全国性茶叶贸易
交易中心。”“希望进一步拓展福州

‘数字茶港’之名，通过开展一系列
茶文化、茶科技活动，全力打造‘世
界茶港’。”

……
在榕茶企负责人同样结合各自运

营实际，针对“世界茶港”项目规划
定位、功能造型、数字赋能及推动福
茶、福文化“走出去”，提出了一些
补短板、接地气的意见建议。

全力打造“世界茶港城”
——福州市政协助力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情速递茶

种“常熟茶”通“致富路”

陆表是思南县政协委员，但他是
地地道道的江苏常熟人，从小喝着常
熟碧螺春长大，这股清甜早已镌刻在
他心里。

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市内可供
大量种植茶树的区域有限，虽有传承
百年的非遗技艺，但苦于“无米下
炊”，好技术没有好产品的承载也无
法让更多人了解。

2017年 8月，陆表到当时常熟
的结对帮扶县思南考察，发现思南县
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寡日照、
无污染的地理特点特别适宜茶叶生
长，但当地的茶企、合作社普遍经营
困难，收益甚微，群众种茶热情不
高。

“思南茶树种植资源丰富，常熟
等东部地区对高端茶需求旺盛，我有
一技之长，完全可以将‘茶’作为共
同富裕的纽带，让常熟茶成为‘致富
茶’。”陆表回忆起当时的决定还是激
动不已。他说，“往小了说，我们能
够大批量生产名优茶产品，让更多人
喝到常熟茶。往大了说，我们能够为
当地群众提升收益，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当年12月，贵州品界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成立，开启“飞地茶园”建

设。短短几个月时间，公司以全程技
术指导并包收茶青的方式，在翟家坝
村建设了1023亩白茶基地。2019年
春天，基地迎来首次采摘。村里净收
入10多万元，实现脱贫摘帽，2021
年还被贵州省列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翟家坝白茶基地干得有声有色，训家
坝白茶基地也不甘落后。2018年，
陆表在这儿建成了自有产权的1500
亩训家坝白茶基地，荒废近10年的
山头长满了青翠的茶树。

引“高技术”迈“新台阶”

有了种植基地，如何结合当地自
然条件种出高品质鲜叶？种植技术是
关键。常熟市科技局局长顾晓丹介
绍，2019年，常熟争取到江苏省科
技厅的支持，导入了农村科技服务超
市模式，邀请江苏茶叶研究所专家到
场指导和集中授课培训，选派常熟农
业专家到基地助农帮扶，并与省茶叶
研究所、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开
展技术合作，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生
态种植模式。

常熟市政协委员、市农业农村局
总农艺师钱彪多次给予技术指导，联
动常熟种茶专家和特邀农业专家根据
思南县自然环境和产业现状，结合发
展生态茶园经验，在示范茶园建设过
程中引进试种适合当地种植的无性系
优良茶种、专门引进“梯改坡”技
术、发明新型蓄水装置，引进种植鼠
茅草以草制草，同时积极探索思南茶
鲜叶的适制性研究，提高茶鲜叶的利

用率及茶叶品质提升，让茶园亩产鲜
叶提高20%，亩均收益提高30%。

在加工领域，陆表引入贵州唯一
成规模碧螺春工艺生产线，于2019
年建成年产10万斤名优茶叶的加工
中心。以可控温控湿摊青房、三段控
温杀青机取代传统摊青装置和老式杀
青机，提升了茶鲜叶利用率及茶叶品
质。2021年，建成贵州省内首个5G
智慧茶园，全力推进加工中心数字化
改造，引领思南茶产业跨入数字化发
展时代。

技术需要传承，扶贫更要扶智。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加工中心的
科技人员对茶叶种植、采摘加工等进
行全过程精准技术指导，编写完成思
南白茶种植、加工标准，在当地累计
开展行业交流对接170余批次，举行
技术培训35批次、1300余人次，累
计培养技术骨干8人、熟练工人400
余人，助力思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用“好茶叶”换“好生活”

茶香也怕巷子深，有好茶还得
勤吆喝。碧螺春茶原本主要以江浙
一带鲜叶为原料，思南白茶以思南
鲜叶为原料，沿用常熟碧螺春工艺
制作，怎样让大家了解并认可，是
另一个难题。

2019年，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
市思南茶产业分店落户思南县，陆表
也在常熟设立了推广中心，两地联动
开展茶叶品鉴、商务合作、售后服务
等。有机种植的鲜叶、传统制作的口

味让思南白茶迅速打开市场，市场客户
从常熟辐射整个华东地区。线上销售也
如火如荼，入驻网络销售平台，设立思
南白茶小程序、微店、淘宝店等，
2022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带动思
南县其他农产品销售100多万元。

销量好了，当地就业也带动了起
来，思南白茶累计带动当地农户800人
就近就业，发放务工工资 1400 余万
元，为当地14个村集体增收200余万
元，茶农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翟
家坝村支书李奎非常激动：“我们签订
了30年茶青包收协议，现在收益越来
越好，农户们种茶制茶热情高涨，我们
更要抓住机会，用好茶叶换好生活！”
朴实的话语间洋溢着对茶产业的认可与
热爱。

依靠这种“常熟企业+思南资源”
“常熟技术+思南制造”的思路，常熟
把茶叶种植加工技术、经营理念带到思
南，思南把优质茶叶产品引入常熟，探
索出了科技助农、异地种茶模式。常熟
助力贵州思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项目
入选2020年第三届全国产业扶贫优秀
案例、2021年全国消费帮扶助力乡村
振兴典型案例，陆表的公司也被评为贵
州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谷雨前，思南县挎着竹篮的采茶人
采着最鲜嫩的茶叶，加工中心浸透着碧
螺春的茶味。常来常熟、思念思南，常熟
思南共建农业产业示范园的千亩茶树见
证着两地友谊长存，见证着乡村振兴的
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南白茶
已经不只是一种植物、一种食品，更是带
动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产业。

““飞地茶园飞地茶园””绿了青山绿了青山，，富了百姓富了百姓
通讯员 解嘉 本报记者 江迪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
沙水。

4月 10日中午，浙江省长兴
县川步村。“湖州市高技能人才
（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市级非
遗工坊”内，一众身着白色工作服
的学员秩序井然，大家分为两队，
轮流进行紫笋茶的手工杀青、揉捻
作业。或闷、抛结合，高温翻炒；
或拢、推交替，加压团揉。不一会
儿，整个操作间都充盈了茶的馨
香。

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供销合
作社专业技能等级评价评茶员、制
茶师工种”的实操考核，而这些神
情专注的成年人则是“香港茶叶学
会首届茶行业技能培训班”的考
生，他们来自香港各界，共有21
名，均是茶的“发烧友”。

经现场打分、计分、统分，考
试成绩出来，考评员抑制不住兴奋
之情，与同行老师交流工作并连声
夸赞：“吴雨萦的炒茶手法熟练，
发挥得很好！”同时，还点名蔡永
诚、刘华萍及杨德谦同学，说尽管
实训时间紧，但表现出色。

而在上午的茶叶审评操作技能
“双杯找对”模块考核中，学员陈
朗逸拿着柱形审评杯启盖闻香，双
目微闭，一脸陶醉的表情。事后，
被问及原因时，他腼腆地回答：

“我第一个考试，当时心里很紧
张”，为此更要全情投入。学员叶
朗泓填写的“香气评语”，除了描
述安吉白茶“稍带花香”，还特意
备注了“氨基酸鲜”字样，令人忍
俊不禁。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香港
学员克服了平时书写繁体汉字的习
惯，改为简化字，甚至连理论考试
也不例外，逐字逐句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了试卷答题。

考务结束，闻听此讯，香港茶叶
学会会长、领队招志明终于露出欣慰
的笑容并感言：“早在2019年冬，自
己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
国茶叶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茶叶
审评师资班’毕业后，就准备发动更
多的本港爱茶者前来内地，系统学习
茶类专业技能、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游学、研修，接受中华茶文化的
熏陶。3年新冠疫情影响过后，再次
回到内地，因为茶的缘分，鉴于湖州
长兴深厚的茶文化底蕴，香港茶叶学
会选定长兴作为永久的实践基地。本
次课程完美收官，我个人的心愿初步
达成：我们通过在这里的交流学习，
把优秀的内容带回香港，更好地共同
将茶文化推向世界。”

湖州市政协委员，紫笋茶非遗传
承人、主办方湖州市华侨国际文化交
流基地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以
及第三届“最美浙江人·最美政协
人”荣誉获得者张文华动情地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交流，使两
地的文化相互交融，学习香港同胞及
海外侨胞对茶的全新认识和理念，并
融入紫笋茶、华茶产业的发展中，使
神州大地这些传统名茶焕发出新的生
机。”

去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
录。随后，作为紫笋茶、安吉白茶双
双入选非遗的产地浙江湖州率先举办
了“茶和天下，共享非遗——打造茶
生活品质之城”活动，目的是主动植
入传统文化优秀基因，让陆羽 《茶
经》 活起来，积极引领、助推“三
茶”统筹发展，有效促进茶旅融合，
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非遗制茶技
艺，为“名茶之源，《茶经》 故里”
湖州谱写时代新篇章。

香港茶亲赶考长兴
大 茶

春茶季，是茶山最热闹的时节。4月初，我
应春茶之邀，动身前往云南易武古茶山。易武古
茶山位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北回归线以南，东
与老挝交界。这里的平均海拔在1400米左右，
高山云雾出好茶。“一座易武山，半部普洱史”，
易武是贡茶之乡，也是茶马古道南段的起点、茶
马古道重镇。

易武茶以“香扬水柔”著称，在众多茶叶“老
饕”眼中，经过存放的易武茶最能诠释普洱茶越陈
越香的特色。而近些年，那些长在易武深山密林里
的高杆古茶树广受茶友追捧，薄荷塘、百花潭等片
区的高杆古树茶更是一茶难求。所谓高杆古茶树，
得名于茶树长得高且直，有的可以高达十余米。这
些茶树，是易武茶叶历史的见证者。

明清以来，古六山茶叶贸易兴盛，（清）檀
萃《滇海虞衡志》中记载：“（六大茶山）周八
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卖，运于各
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有学者考证“十
万人”之说或许存疑，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当
时六大茶山的茶业兴盛，事茶人口众多。

历史沉浮，茶事变迁，随着古茶山的衰败，
很多古茶树被遗忘在了森林里。在雨林里，植物
生长迅速，只需几年，茶树就会被大乔木和灌木
所遮蔽。为了和森林里的高大乔木争取阳光，茶

树只能向光而生，长成高且直的样貌。如果你从高
空往下俯视，是看不到茶树的。你只有跋山涉水走
到丛林深处，细心找寻，抬头仰望，才能发现

“藏”在丛林里的茶树。
到这里寻茶，有一种寻访隐士的感觉。森林里物

种丰富，茶树和多种动植物共生，通往古茶园的路
上，只听得到脚踩落叶的窸窣声、风声、水声和鸟鸣
声。高山峻谷，溪水潺潺，还可以闻到花蜜馥郁芬芳。

高杆古茶树大多长在斜坡上，十分陡峭，唯有
熟练的采茶人才可以健步如飞。要从这样的茶树上
采茶，爬树是基本技能。高难度采摘之后，还需要
跋山涉水，花费两三个小时的脚程才能把鲜叶运到
初制所进行加工。从采摘、运输到加工，每一步都
充满了艰辛与用心。

喝茶人经常用“山野气息”一词来形容深山密
林里的普洱茶，我们无法用确切的词语描绘什么是
山野气息，但对于深谙品饮艺术的中国人而言，

“山野气息”一词，比香甜、鲜爽、回甘等词更胜
一筹。茶叶采制完成之后，就踏上了茶之路，当它
与热水相遇，山野气息即被唤醒。

当你知道这片茶叶来自深山密林，茶树向光生
长，而且采摘制作需要跋山涉水之时，喝茶的心境
也变了。喝茶人所追寻的，正是蕴含在山水之间的
自然之美，山川虽远，一杯茶汤即可抵达。

山川虽远，一杯茶汤即可抵达
杨静茜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4
月12日，2023中国·旺苍第十
三届米仓山采茶节暨第三届茶
博会于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开
幕。

开幕现场举行了米仓山茶
全产业链数据中心上线仪式、

“我是茶乡人”创意写作比赛、
“问茶米仓山”短视频大赛、首
届广元好茶评选活动暨第三届
广元黄茶斗茶大赛颁奖仪式等
活动，并进行米仓山茶历史文
化情景短剧表演。

旺苍是全国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中国名茶之乡、特色
黄茶之乡、四川茶业十强县。
近年来，旺苍县始终坚持把茶
业作为最具优势、最具潜力的
农业主导产业和名片产业来
抓，按照“突破性发展黄茶、
优先发展有机茶，巩固提升绿
茶、全面开发利用夏秋茶”的
总体思路，强力推进米仓山茶
全链条百亿产业集群建设，茶
叶产业规模、质量、品牌、效
益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全
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
茶5.1万亩，建成全国最大的黄
茶生产基地。米仓山茶成为精
制川茶“三山一早”重要区域
品牌，为建设千亿茶产业强省
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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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茶农们在中国白茶核心主产区茶青交易市场交易茶青。
近年来，福鼎市坚持把茶产业作为重要的民生产业，实施聚焦“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的“三茶”提升行动，加快建设世界白茶中心和
中国白茶特色小镇。3月30日正式揭牌启动中国白茶核心主产区茶青交易市
场，促进全产业链条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市场主要承接点头集镇400
多家茶叶加工企业优质茶青原料供应，日均茶青交易达2万多人次，辐射带
动点头集镇上千家茶叶店。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福建福鼎福建福鼎：：白茶成就特色乡村振兴路白茶成就特色乡村振兴路

“3月28日，我们思南白茶加工中心
通过了 ISO 质量体系、安全体系认证验
收，茶叶基地将在2023年 9月份取得有
机茶园证书。”望着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
鹦鹉溪镇的漫山茶田，思南白茶创始人陆
表感叹，“此次拿证，为我们的茶‘盖了
章’，希望更多人喝到我们常熟传统碧螺
春工艺制作的茶，也希望带动思南茶产业
向生态有机、惠民富民方向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