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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本报讯 4月 20日，“2023中华茶祖节暨首届中国黄茶
（岳阳平江） 产业发展大会”举行，吸引了湖南岳阳、四川
雅安等黄茶主要产区政府、企业代表以及全国行业组织、各
大涉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专家学者齐聚平江，同倡“三茶
统筹”谋发展，共话“中国黄茶”助振兴。活动期间，将举
办“中国黄茶 （岳阳平江） 高峰论坛暨岳阳黄茶‘三茶统
筹’研讨会”、岳阳黄茶展销会以及茶旅精品线路考察等系
列活动。

中华茶祖节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全国六大茶叶行业组织
确定的弘扬茶文化、推广茶产业的文化品牌节会。自2009
年以来，湖南每年都组织举办了“中华茶祖节·品茗思祖活
动月”系列活动，现已连续举办13届。此次活动旨在夯实中
国黄茶之乡 （岳阳） 基础，奠定中国黄茶产业联盟核心地
位，传承茶祖文化，助力茶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红色平江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

黄茶是中国独有茶类，其独特的“闷黄”工艺所造就的
“黄叶黄汤、口感醇爽”的典型品质特征，使其在六大茶类
中独树一帜。目前，岳阳黄茶“产加研销”链条已初步形
成，截至2022年底，全市以岳阳黄茶为带动的茶叶综合产值
达70.6亿元，共联结带动了6万多农户增收致富，已成为乡
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平江县是岳阳市最大的茶叶产区、黄茶
主产区，是中国高山有机黄茶主产区。目前全县共有茶园面
积9.18万亩，年产优质茶5600多吨、产业综合产值达16亿
元，并打造了相关茶旅融合综合体。

岳阳市副市长陈阁辉表示，当地下一步将紧紧围绕2025
年实现岳阳黄茶综合产值100个亿目标，进一步优化产业布
局，做强岳阳黄茶产业。 （刘洋 简文雅）

“2023中华茶祖节暨首届中国黄茶（岳阳平江）
产业发展大会”于4月20日举行

水映翠绿满怀春，一品清雅最江南。山
清水秀的太湖之滨无锡因其得天独厚的气候
和地理条件，成为中国重要茶叶产地之一，
孕育了“太湖翠竹”“无锡毫茶”等知名绿
茶品牌。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无
锡市涌现出一批“新农人”，他们扎根土
地、敢想敢做，依靠自己的新理念、新技术
给当地农村发展带来了新业态、新希望。民
盟盟员、江苏无锡滨湖区政协委员、江苏省
茶叶研究所副所长陈其跃就是其中一位。

“茶叶作为传统经济作物，很受无锡当
地百姓欢迎，茶业也成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柱产业，村里人都笑称茶叶的叶片是‘金叶
子’。”陈其跃介绍。不过，他也注意到，采
摘成本过高以及茶叶农药使用是阻碍农户大
规模种植茶叶的主要问题。

“采茶季每个采茶工每天仅能采摘一斤
多新茶，但劳务费用高达每天150元，按照
4斤半嫩芽炒制一斤新茶来估算，每斤新茶
的采摘成本在650元。在农药的使用上，农
户很难控制使用量，用多了，农药超标检测
后卖不出去，不用农药，又会降低出芽率，
造成茶叶减产。”陈其跃说。

为了帮助农户解决问题，茶研所耐心帮
扶农户，指导农户使用性诱剂、杀虫灯来诱
杀虫类，尽量少用或不用农药。在人员成本
上，从外地批量签约采茶工，降低农户采茶
成本。

为有效推广茶叶新技术，陈其跃还亲自
担任滨湖区茶研所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用扎
实的技术授人以渔。他将占地1000余亩的
江苏省茶研所玉山基地发展成茶叶的加工科
研试验基地和茶艺师的培训基地，建有“国
家茶产业技术体系无锡实验站”“江苏省茶
树种质资源圃”“农村科技服务站”等各类
试验推广及技术服务平台，并协助当地政府
建立了鲜叶交易市场，并从茶叶种植、病虫

害防治、制茶等方面，面向农民组织开展各
类职业培训。

其中，江苏省茶树种质资源圃是目前省
内规模最大的资源圃与种质资源保护平台，
共收集全国各类种质资源1750余份。近两
年已研发示范优质特异新品种、绿色高效栽
培技术、名优茶加工升级技术等茶叶优质高
效生产技术 60余项，培训茶艺师、评茶
员、制茶师350余人，培养了大批茶叶行业
的人才。茶研所还主动对接市场需求，研发
出新品种“五色茶”，茶叶冲泡后滋味各不
相同，为推动当地农业经济，推进乡村产业
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今年1月召开的滨湖区政协五届二次
会议上，陈其跃提交了《关于构建山水城茶
文旅闭环的提案》，建议立足山水城优质的
文旅资源，以本地茶产业为主导，与雪浪山
等文旅资源充分结合，推动构建山水城茶文
旅闭环，实现地区茶旅文化高质量发展。目
前，当地政府已经委托江苏省茶叶研究所在
雪浪山基地开展“五色茶”试点，与雪浪山
景区一起共建了观赏性极强的五色茶园。

对于今后的发展，陈其跃信心满满。他
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加大对农户的培训，指
导茶农使用新技术，争取培养更多会种茶、
种好茶的新茶农，帮助茶农提升产量，增加
收入；推广新品种，将绿色防控理念引入茶
园管理，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农药，确保让茶
客喝上放心茶；同时加大科技研发，引入高
新技术，提高研发能力，将目前人工采集模
式逐步向机械采集进行转变，压降制茶成
本，降低茶叶价格。

“一方面，努力提高制茶工艺，推进茶
叶科技自主创新，提高茶品质，打造茶品
牌。另一方面，还要推广茶文化，将茶叶发
展与茶文化充分结合，大力发展茶艺、茶
道，讲好茶文化故事，努力将好茶喝出高品
位。”陈其跃说。

用“金叶子”点亮乡村振兴致富路
——记民盟盟员、江苏省茶叶研究所副所长陈其跃

通讯员 秦 峥 本报记者 江 迪

对于爱茶之人来说，四月天如同一种召唤：桃花已开，燕子
已来，是时候去茶乡走走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茶乡塔畈。塔畈乡位于安徽省潜山
市西北角，与舒城、岳西两县接壤。塔畈被群山环抱，远离市
区。由于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以往茶商从市区出发来塔畈购
茶，往往都要休歇一夜。如今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虽山路依
然蜿蜒盘旋，但平坦宽阔，足以供汽车驱驾，从市区出发，不
到两小时便可抵达。

行至塔畈乡界，我们便沉醉在迷人的景色中。由于出发前一
天刚下过小雨，此时的天空并未放晴。于是，背景定格为浅灰色，
山中云雾作画其中。最远处只有起伏绵延的山的轮廓，近一点的
山则有了颜色，青翠中带有点点粉红，那是杜鹃花在绽放。

山谷间弥漫着不成形的水汽，好比画家高超的笔法，浓淡自
恰。平原地区，也就是畈上，大片大片的艳黄色块肆意泼洒，山外
的油菜花已经谢了，山里的油菜花才开得正好。这与山区的小气
候有关，山里的气温较山外更低，油菜花、茶叶都比外面要来得
晚，似乎也预示着一个道理，好茶是需要耐心等待的。

塔畈最多的是茶，只有两万多人的普通山乡拥有2.8万亩茶
园，“人均一亩茶”既是塔畈的名片，却也在无形中道出了它的无
奈。在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乡僻壤里，塔畈人无法通过种
田和发展其他产业来发展，茶叶成了唯一选择。于是，勤劳智慧
的塔畈人开垦荒山，引进良种，扩大茶园，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良
生态环境，培育出了品质优异并且具有极高辨识度的塔畈茶。

村民老伯见我们来自他乡，热情地邀约品茶闲谈：“客来敬
茶是老理，来我们塔畈不给人茶喝，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只见他
娴熟地倒水沏茶，卷曲的茶叶在热水的冲击下上下翻浮，不一会
儿，便舒展开“拳脚”，栩栩如鲜叶一般。

闻一下热茶，一股幽兰香直冲心脾。我们不禁脱口而出：“好
茶！”于是，迫不及待地小啜了一口，第一感觉是一股淡淡的清
甜，茶汤滚入口腔中徘徊，有一点微苦，继而回甘，咽下去少时，
只觉刚才闻见的幽兰香在口中扩散，久久不去。

村民老伯笑着介绍，这茶还有个妙处，是用山泉水冲泡的。
我不由得想起“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和“龙井茶，虎跑泉”的
典故，果然是当地水泡当地茶才更加别有滋味，果然是好山好水
出好茶。

一边品茶，一边与村民老伯攀谈。老伯介绍，茶业发展为
他们增收不少，尤其是像他这样不愿闲下来的老人，既有事
干，又有钱挣，生活更加有意义。近年来，塔畈乡政府举办茶文
化旅游节等丰富多样的活动，来进一步打响茶叶品牌，增加茶
乡知名度，以前一年难见几个外地人的山乡现在也变得游人
如织了。

塔畈乡只是全国数千个茶乡的缩影，在乡村振兴和“三茶”
统筹的推进下，这些原本“养在深山人未识”的闭塞茶乡，如今也
摇身一变成为热门的茶旅景点，一片叶子真正带富了一方百姓。

春和景明 漫步茶乡
汪刘峰

谷雨已至。江南茶区
春天多雨，雨生百谷，亦
生茶。

茶 圣 陆 羽 说 ， 凡 采
茶，在二月、三月、四月
之间。这是按农历来算的
农时。二月采的茶俗称明
前茶，白居易在 《谢李六
郞中寄新蜀茶》 一诗中写
道：“红纸一封书后信，绿
芽 十 片 火 前 春 。”“ 火 前
春”说的就是明前茶，也
叫先春茶。急着尝鲜，是
绝大多数茶人的偏好，从
古至今都未改变。

明 前 茶 芽 叶 细 嫩 紧
实，有益物质积聚，香味
浓郁，加上人们对新茶的
那份期待，喝起来会觉得
口感特别鲜爽。清朝乾隆
皇帝说：“火前嫩、火后
老，惟有骑火品最好。”称
赞清明当天下山的西湖龙井茶滋味
绝佳。依靠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
开茶的时间越来越早，春分前喝到
新 茶 也 不 稀 罕 。“ 明 前 茶 、 贵 如
金”，这类早茶只可尝鲜，吃不消作
为日常的口粮茶。

古代流行的时令生活中，人们
多在清明时节饮酒，在谷雨前后喝
茶。唐人杜牧那首著名的 《清明》，
核心就是一个酒字。北宋黄庭坚有
诗句：“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
谷雨茶。”南宋陆游也记录：“清明
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院院夸。”最
适合喝的春茶，还是在谷雨前。

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也称
为断霜。出产好茶的高山深谷，气温
相对较低，茶叶萌发略迟，谷雨节气
前才能采到大批量的新茶，称为雨前
茶。雨前茶又叫二春茶，虽不及先春
茶那么细嫩，但这个时期温度回升，
茶芽发育充分，芽头肥美，鲜醇耐
泡，最宜饮用。早在 2000 多年前
《神农本草经》就认为，谷雨茶“久
服安心、益气、轻身不老”。明代许

次纾在《茶疏》中说：“清
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
前后，其时适中。”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
芳烟。”采茶是谷雨时节江
南最重要的农事活动，在
茶文化历史上留下深深印
迹。杭州将谷雨节这一天
作为“全民饮茶日”来倡
议，就是缘起江浙一带民
间喝“谷雨茶”的习俗。

在西湖孤山隐居的北
宋著名诗人林和靖，种梅
养鹤之余，爱喝谷雨茶。
他 在 《尝 茶 次 寄 越 僧 灵
皎》一诗中写道：“白云峰
下两枪新，腻绿长鲜谷雨
春。”白云茶一旗一枪，鲜
美入味，被认为是今天西
湖龙井的前身。

那位诗赞明前龙井的
乾隆皇帝，后来得知地方

官投其所好，要求茶农非早不采，
限时进贡，深感不安。他再次来杭
州时，又写了一首体恤茶农的 《采
茶歌》：“嫩荚新芽细拨挑，趁忙谷
雨临明朝。雨前价贵雨后贱，民艰
触目陈鸣镳。由来贵诚不贵伪，嗟
哉老幼赴时意。敝衣粝食曾不敷，
龙团凤饼真无味。”他还勒令地方不
得过分追求明前早茶。今天的杭州
龙井村口的牌坊上，还刻着从乾隆
另外一首诗中提取的对联：“问山得
路宜晴后，汲水烹茶正雨前。”

“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
华鲜。”谷雨茶，物美价廉接地气，量
大易得，普惠茶人。珍贵的明前茶，尝
鲜过后，最好放置半个月，到谷雨前
后再喝，香气会更浓，也更适胃。

今天的杭州，赏花游春的人
们，大多会去茶园打卡拍照，在茶
楼品茶小聚，到茶农家里购茶，与
谷雨茶来一次亲密接触，才不负这
生机勃发的春天。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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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当年就好喝”的新白茶

茶园置身于海拔700多米处的山
间，云雾缭绕，如同仙境。每日，天
还未大亮，采茶工们便一簇簇地散落
在茶垄内，在绿色画布上点缀起鲜活
的色彩。

“白茶工艺简单，只有采摘、萎
凋、干燥三个步骤，因而更需要茶
青采摘得漂亮均匀。采得好，好茶
就做成了一大半。”刘子媛说，于白
茶而言，清明节前主做白毫银针和
白牡丹，清明节后谷雨节前，由于
气温上升，芽叶生长速度更快，以
做寿眉为主。

相较于人们熟知的“老白茶”
概念，她另辟蹊径，将赛道选在了
新白茶上。“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做
当年就好喝的新白茶。”

这 让 工 艺 的 把 控 变 得 更 为 重
要。“我们要结合合适的天气，进行
日光萎凋和复式萎凋，观察茶叶香
气物质的形成过程，掌握好不同阶
段温湿度的变化。”刘子媛介绍，萎
凋工艺，简而言之，是让白茶匀速
失水的步骤，既不能快，也不能慢。

“我们计算过，萎凋时长 45 到
60个小时，是茶青内糖类物质合成
的高峰期，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实
现高甜度。快了，内含物质没有积
累足够，慢了又会流失掉。所以，
若要让萎凋充分，工厂一般需两到
三天才能做一批茶。”

但春天不等人，茶树的生长更

不会放慢脚步。于产地而言，每天
都有大批量的茶青等待加工。“这便
促使了老白茶的应运而生。老白茶
在加工时，一般 30多个小时便结束
萎凋，经高温蒸压成饼后在厂房进
行仓储，静待3年，才和消费者第一
次见面。”刘子媛介绍，这样的加工
特点，既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又能
用时间转化来扬长避短。人们在品
饮时，也侧重转化后它的陈香、枣
香、药香等。

作为年轻创业者的刘子媛，却
没有参与行业“内卷”，而是在考察
市场后，到一个不知名的小产区，
安安心心地做起了新白茶。

“新白茶鲜爽甘甜，茶客们可第
一时间享受春天的味道。”歪打正着
地，她的这一理念，也愈发让其在
白茶市场中独树一帜，迎来了不少
茶客青睐。

做有“少年感”的新白茶

“做近善近美的事，做至真至纯
的茶。”刘子媛将长久以来的心愿，
浓缩进品牌“近纯”二字上。

没想到，这一下引起了年轻消
费者的共鸣。“套用一句网络流行
语，他们很能get到我们的点。最直
观地，在展会上，不少来展位‘尝
鲜’的年轻人，都是慕‘名’而
来，看到名字后便知晓我们做茶的
理念。渐渐，我们打开了年轻群体
的市场。”刘子媛笑着说，值得欣喜
的是，这也与他们的产品受众定位

不谋而合。
她细数着白茶的种种优势：它

是人工干预最少的茶类，保留了最
自然最本真的味道；它的氨基酸含
量高，能有效清除自由基，提高身
体免疫力；它的成分常被用在牙膏
上，能够预防龋齿……“我们就是
要做有少年感的品牌，向年轻人展
示白茶的美。”

为了做“少年白茶”，在品牌调
性上，他们也更注重走清爽路线，设
计简约而有质感。“我们团队都是

‘90后’‘95后’，我的联合创始人、
品牌经理也是 1995年的，年轻团队
为年轻人服务。”刘子媛笑着说。

一目了然的外观也是打动年轻
消费者的重要一步。近纯白茶没有
厚重的铁盒包装，而是全部采用环
保纸，并以白色为主调。“一看包
装，就是送给自己的礼物，既精致
又清爽，它和品牌的名字、产品的
特征也很相符。”刘子媛说，新白茶
茶汤清透，并不是香得很惊艳的类
型，但却是久喝不腻的口感。

“它是入门级的茶，对于从没喝
茶的年轻人来说很好接受，对于新
手小白也非常友好，用马克杯、飘
逸杯、盖碗等都可以冲泡，喝茶场
景也简单，且久泡也不苦涩。”刘子
媛在做近纯白茶宣传时，同样侧重
选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平台。

“通过短视频、直播间，和年轻
消费者直接对话，就像交朋友一
样。常常是分享茶山趣事、创业故
事的过程中，就把茶叶卖了。有些

喜欢近纯的年轻消费者，连我们穿的
文化衫也要买，夏天的 T恤、冬天的
冲锋衣都进了他们的购物车。”刘子媛
笑着说，“现在每天都感觉很幸福，那
份认同感弥足珍贵。”

做“向往美好”的新白茶

某一日雨后，刘子媛在茶山漫步
时有感而发，不经意间吟出一首小
诗：抬头望新绿，低眉映青台。步野
人闲趣，不负春意来。

于她而言，这6年的创业故事，就
浸淫在“一半是诗意，一半是守候”
的春光里，书写着她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对乡村振兴的希冀。

“我最初是在北方做茶艺师、评茶
员的培训工作，更多的是停留在讲和
喝上。如今，我身在茶山，实打实地
做茶、做农民，和土地、茶园、工厂
打交道，身份的转换，让我对茶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也更能感知到自己肩上
的责任。”刘子媛说。

什么是乡村振兴？“我的理解是改
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创建乡村美好的生
活方式，培养现代化农业人才，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也让年轻人不必远走他
乡，在乡村有活干有钱赚。”刘子媛坦
言，为了这份“使命”，她和团队敢于
尝试和挑战，努力通过品牌打造，提升
新白茶的影响力，让更多村里人为此
受益，共同富裕。

日前，在中国园博馆室外展区塔影别苑，专职讲解员与由
学生们组成的“园林小讲师”队伍一起，参与传统茶道体验，
学习中国传统茶文化，打卡这座生态博物馆，并由此拉开了中
国园博馆开放十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园博馆里闻茶香

“这是刚上完槽的状态，精神小妹儿！”只见她的头发被汗水打湿，眼镜片上似乎还挂有雾
气，上扬的嘴角流露着她此刻的心情。

临近傍晚时分，当天第二批新鲜茶青从山间运回。福建省福盈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近纯品
牌创始人、霞浦县优秀青年人才刘子媛和大伙儿一道，化身温柔“装卸工”，将竹篓中的茶青抖
散在萎凋槽内，一忙就是数个小时。

直到晚上9点，终于能吃上口热乎饭的她告诉记者，谷雨将至，厂内的白茶生产已进入倒计
时。他们心中萌生起丝丝不舍，愈发珍视起这份专属春天的礼物。

从明前茶采到雨前茶，这是一年中刘子媛最忙碌的日子，无疑也是她最甘之如饴的时光。

新白茶新白茶 有态度有态度
刘子媛刘子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