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经 11编辑/徐金玉 校对/宋磊 排版/侯磊

2023年5月5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rmzxblhb@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836

情速递茶

业视点茶

片新闻图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近日，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阳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3毛尖茶创新发展大会在信阳举行，旨在为各
重点产茶区县搭建了沟通交流平台，有效推进毛尖茶产业的转型发
展，共有来自全国20余个省份的近400位国内茶企代表、专家学
者、媒体记者出席大会。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庆表示，信阳毛尖茶是信阳市的“金名片”，是信阳市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和农民致富的重要支
柱产业。

“毛尖茶创新发展大会，是信阳毛尖茶产业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
又一次创新，希望包括信阳在内的全国各毛尖茶主产区能够以本次创
新发展大会为契机，通过高水平的、专业的交流展示平台，持续促进
毛尖茶产销对接和品牌提升，加速推动三茶融合，把各类毛尖茶打造
成为中国绿茶乃至世界茶产业的亮丽名片。”王庆说。

会议期间，多地毛尖茶产区代表就区域品牌塑造、茶旅融合、产
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分享方法经验。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联合信阳市八大
产茶县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古丈县、松
阳县等毛尖茶产区共同发布了《毛尖茶·信阳倡议》。

2023毛尖茶创新发展大会举办

疑解惑茶

春茶季，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是笔者必打卡的地方。这里是
1990年在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建立的，保存着国内外茶
树种质3700多份（大叶种茶树资源保存地为云南勐海），是世界茶
树资源最丰富的基因库。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西湖“龙井群体种”，“龙井长叶”“龙井圆
叶”“龙井瓜子”等姿态各异的茶树资源，还有所里选育的特早生
茶树当家品种“龙井43”的母树，都能在这里一站式鉴赏。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一直在利用优势品种、特异品种进行茶树
新品种的选育，春茶季也是他们在田间最忙碌的季节。

“它做龙井这样的扁形茶，冲泡滋味和‘龙井43’一样清香，
气候条件好的，还能出兰花香。”

听茶叶所的专家介绍，眼前的这株茶树，是用“龙井43”和
“嘉茗1号”杂交选育的新品种——“中茶147”。

除此之外，所里还选育了一个新品种叫“中茶127”，滋味和
“龙井43”相当，优势是比它更早生长。

主管该品种的副研究员马春雷介绍：“我们所有的品种里，‘中
茶127’物候期最早，一芽一叶期比‘嘉茗1号’还早3-4天，整
体采摘比‘龙井43’要早一星期，芽型很适合做龙井茶。”

茶树育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里很多新品种前期的杂交选
育，其实是老一辈科研人员完成的。

所里的试验田，有很多枝头套着小袋子的茶树，这是正在做人
工杂交育种的亲本。茶树在秋季开花，因为春茶单季产后修剪的原
因，西湖边的茶园里春季偶尔也能看到花骨朵。

茶树种质资源团队的马建强副研究员找了一棵正在开花的茶
树，给笔者演示了人工杂交选育的方法。

做杂交要先选好的父本和母本，比如父本是特早生茶树“龙井
43”，就要摘它没开的花骨朵，干燥处理后用，它的花粉去给母本
上没开的花骨朵授粉，然后套袋防止串粉，这样第二年秋天就可能
收获一个人工杂交的茶树种子。

把种子播种到土壤里，从这些小苗里再挑选比较好的单株材
料，进一步繁育，进行初期鉴定、评比试验、区域试验，然后进一
步筛选。

从茶树杂交到开始筛选需要五六年，再做评比试验又需要七八
年时间，一个茶树品种的育种，没有十几年工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

利用“龙井43”作为亲本选育的新品种里，“中茶127”的优
势是采摘期更早，那有没有什么品种是香气、滋味“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的？

当然有，“中茶125”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品种是利用“龙
井43”为亲本选育的，已在四川、贵州等地种植，在四川还进行了
品种权转化，当地有茶苗出售，是四川竹叶青的原料茶。

笔者干嚼“中茶125”鲜叶，只觉得这款茶花香馥郁，在香气
上确实更胜一筹。

四川竹叶青是单芽茶，最早元旦春茶就可以上市，马建强说，
“‘中茶125’在四川高海拔山区种植的表现非常好，用它加工的
竹叶青，品质已经超过当地主栽品种。”

这些年，茶树黄化、白化的品种比较流行，它们氨基酸含量比
绿叶茶高，滋味更鲜爽，特别适合新手茶客和女士饮用，比如绿茶
中知名度最高的白化茶品种“白叶1号”，又名“安吉白茶”。

不光是绿茶，其实在武夷岩茶中，也有个久负盛名的黄化茶品
种，那就是武夷山四大名枞之一的“白鸡冠”。

很多人只知“大红袍”，不识“白鸡冠”，但“白鸡冠”是武夷
岩茶中最具特色的名枞，它氨基酸含量高，滋味好比乌龙茶和绿茶
的一场爱恋，是辨识度极高的一款乌龙茶。

这些年，茶叶所利用武夷山“白鸡冠”杂交选育的黄化茶品
种“中茶 211”已获得植物新品种权，听这个编号就知道这是个

“尖子生”，一定可以把历史名茶白鸡冠的特质发扬光大。
（中国茶叶学会）

茶树品种的爱情是怎样的？

4月29日，消费者在湖北省宣恩县一家黑茶企业的黑茶晾晒场参
观。地处鄂西山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是产茶大县。近年
来，当地依托富硒土壤资源优势，不断壮大富硒茶产业。在生产传统
绿茶、红茶基础上，当地引入非遗黑茶制作技艺，生产富含硒元素的
黑茶，丰富当地茶叶品种类型，提升茶叶产能，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

发展富硒黑茶产业发展富硒黑茶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的“五一”假期，很多人虽然被调休绕晕了头，但还是不管
“人从众”，开开心心地奔向茫茫“人海”。杭州作为著名的风景旅游
城市，免费的西湖吸引了无数游客，不出意外地又上了热门景区热搜
第一。一直关注杭州茶都建设的我，忍不住找了几个茶人做样本，想
看看刚刚热热闹闹度过“全民饮茶日”的杭州，在这个假期里能找到
几分茶味。

第一个电话打给做西湖龙井茶生意的戚英杰，他刚刚忙完采茶季，
茶园修剪还未开始，趁这个“五一”假期，他带着家人去外地放松几天。

“这几年疫情，家里人很久没一起出门旅游了，刚好可以把西湖让给外
地游客”。出门之前当然要安排好公司的相关工作，若游客想参观他筹
建的杭州西湖龙井茶博物馆，肯定不会失望。前几天新获杭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茶叶加工技能竞赛“茶王奖”的他，还低调地做了一件大事：向浙
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707777元人民币，祝贺浙江大学茶学系成立70
周年。

因为助力中国茶入选“人类非遗”，径山茶继电视剧《梦华录》之后，
又火出了圈。今年“五一”期间，径山镇推出了一系列文旅消费嘉年华活
动，打造了一场视、听、游、玩、购为一体的文旅盛宴，可以让游客穿越回
宋代，感受“七汤点茶”，品味地道的“径山茶宴”。

“茶二代”马宽在他的朋友圈里晒出新开发的“径山抹茶冰淇
淋”，收获了长长的点赞和评论。这几天，他在径山禅茶村游客接待
中心，忙得不亦乐乎，还陪同了好几批外国客人。马宽说：“径山有
茶有禅有美景，值得慢慢品味，我们希望游客能沉浸式体验径山禅茶
文化，而不是来去匆匆的‘特种兵式’旅游”。这应该也是所有径山
茶人的心声，径山也确实做到了，他们以茶待客、茶旅融合的做法，
登上了5月2号的《人民日报》头版。

徐荣培是特美刻公司的董事长，专门做杯子的他自诩也是一个茶
人，为了设计出好产品，他请教茶叶专家，为不同类型的茶叶打造最
合适的茶杯。疫情防控期间，他的一款适合“陈皮配老白茶”的焖茶
壶深受消费者欢迎。今年“五一”他是在劳动中度过的，锤纹养生杯
的直播间搬到人来人往的步行街，还请来明星助阵。“好茶须配好
器，方便适用的茶具，会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茶。历史上中国人能烧
出最适合泡茶的瓷器，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做出最好的现代茶杯。”不
种茶的徐总看来已经深谙茶道了。

被人戏称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九曲红梅红茶，在杭州也是历
史悠久的好茶。这个假期，作为非遗传承人的鲁华芳，在她位于龙坞
茶镇的梅龙草堂里忙碌着“迎亚运 展宋韵”系列活动。作为杭州图
书馆茶文化分馆主理人，鲁华芳觉得假日期间正是传播茶文化、宣传
亚运会的好时机，劳动节的假期过得特别充实。“你看，这是浙江外
国语学院的学生和我们联合录制的宣传杭州茶、喜迎亚运会的视频，
拍得太好了，我忍不住在朋友圈里发了两遍。”她说。

前天有事打网约车，司机和我聊起他遇到的一件有意思的事：两
名大学生乘客凌晨4点钟从火车站打车去看西湖，司机无法理解，大
半夜的西湖有啥好看？一问才知道，他俩早就做好了攻略：先错峰享
受一下清晨西湖的宁静，然后去湖畔居茶楼喝当天第一杯西湖龙井，
等西湖边人多起来时，他们已经在龙井山上的茶博分馆打卡了。

这个“五一”，有人因为劳动节而放假，有人因为假期更加辛
劳，或忙或闲，喝一杯清香有味的中国茶，是对自己最好的犒赏。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杭州茶人的“五一”假期
张治毅

特别的劳动节

“‘五一’假期，我在朋友圈
看到很多人晒美食、晒团圆、晒旅
游。回头再看看员工们，大家都在
封闭车间默默工作，加班加点地干
活。看到这个场景，我心中既有感
谢也有歉意。”江苏溧阳市政协委
员，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天
目云露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联敏
说。于是，热爱摄影的他下意识地
举起相机，定格住这些感动的瞬
间，并在发布时配文写道——“你
的努力，每一份都算数”。

劳动节，依然在劳动。这样的节
奏于葛联敏而言已是习以为常，事茶
20余年皆是如此。

“这源于我们茶行业的特殊性。
作为绿茶加工企业，春季正是我们采
茶、销茶的旺季，尤其四五月份是销
售黄金期，销量能够占到全年的
70%以上。到了‘五一’节假日，我
们更是比平常还要忙。”葛联敏说。

溧阳是特色白茶之乡，也是典型
的旅游城市，全国各地的游客云集于
此。“一方面，来企业参观的客户增
多了，另一方面，新茶正当时，来这

里度假的游客也会选茶叶作为伴手礼
带走，茶叶销售又迎来一波小高峰。
由于工作量比较大，员工们大多放弃
了休假的美好时光，选择在车间里坚
守岗位。”葛联敏说。

最美的风景

这样的忙碌已持续月余。
“我们从3月 28日－4月 5日进

行集中开采，再到加工结束进入紧锣
密鼓的销售阶段，直到现在一天都没
有休息。”葛联敏坦言，今年的春茶
生产，他可谓喜忧参半。

“受去年干旱天气影响，今年茶
叶产量明显减少。保守估计，全市茶
叶产量降低了20%－25%。但值得
庆幸的是，气温没有像去年一样按下

‘超速键’。去年春茶季，气温迅速升
高，短短数日直逼30℃，导致茶叶
生长速度过快，内含物质积累不足。
而今年，气温偏低、慢速上升，使得
茶的生长期有所延长，芽叶得到充分
给养，无论是香气还是口感都高于往
年。这也使得茶叶产量虽低，品质却
是‘雪中送炭’，销售额也能稳步上
涨。”葛联敏说。

4月5日前后，他们迎来售茶最

高峰，每天销售额高达200多万，员
工们几乎不舍昼夜，用“脚不沾地”
来形容也并不夸张。

“200多万订单，可以想见一天
内要分拣多少茶叶，做多少包装盒，
写多少份快递单。发货时间就像扬起
的鞭子，那种急迫感要求我们必须第
一时间做好分装，当天下单的货品保
证当天包好。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
候，但即便如此，我们一个订单的误
差都没有。”

劳动中的他们无意间勾勒出最美
的两道风景：一处在夜间，凌晨一
点，车间依然是灯火通明，随处可见
忘我的蓝色身影；一处在拂晓，天刚
蒙蒙亮，顺丰卡车便会准时出现，装
载的货品如同他们的心意，将其以最
快速度送达消费者手中。

传承的力量

“按照数据对比，今年有八九成
的老客户又来复购茶叶，喜上加喜的
是，通过网购、宣传等渠道慕名而来
的新客户也有不少，总体收益较往年
同期增长了15%左右。”葛联敏笑着
说，“春茶这一仗，我们打下来了，
整体较为满意。这份成绩单的背后，

是坚守岗位的茶园管理者、风吹日晒
的采茶工、拿捏火候的炒茶师傅、精
心挑选的车间员工，每个环节的劳动
者都在发光。”

“不是我炫耀，我们的工人也都
是全能选手，能下车间，也能上台，
既能分装，也能制茶、评茶。”葛联
敏说，从他们入行时并不懂茶，到现
在对茶有一定的了解，喜欢茶、愿做
好茶，离不开持续的技能培训和扎实
学习。“在常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技能大师
工作室，发挥带动作用，争做标杆企
业，培训员工增长专业知识，培育更
多的新型人才，让更多人能够传承茶
技艺、弘扬茶文化。”

现如今，掌握茶类相关知识、
熟练地操作各项机器，已成为他们
的必修课。“茶好喝才是硬道理。我
们秉承工匠精神，不断提升加工技
术，促进茶行业的工业化进程，让
其科技含量更足，探索研发更多适
宜茶叶生产的新技术、新设备，做
行业的领头羊。作为政协委员，作
为茶企代表，我愿意花更多心力为
茶行业发展鼓与呼，促进品牌做大
做强，为茶叶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葛联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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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金玉

“从茶园直接进入茶壶的好茶”是
立顿在19世纪末提出的广告语，这句
话构建出了茶园和茶杯之间的想象空
间，让那些远离茶产区的品茶人，在品
味茶香的同时，还可以让思绪飘荡到远
方的茶园。不可否认，这句话对立顿的
全球化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下，我们已进入21世纪的第三
个十年，随着交通的发展、信息的通
达，人们不再满足于“从茶园到茶杯”
中关于美景与好茶的想象，“从茶杯到
茶园”的茶旅，正在成为一种很热门的
旅行方式，人们不畏万水千山的阻隔，
只为抵达向往的茶园。

“茶旅”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
以“茶”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茶旅的目
的地就是茶产区，旅行的意义就是充分
体验由一杯茶串联起来的自然、地理与
人文。循着茶香，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
人情，探究一杯茶背后的历史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产茶区可以分为
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南茶区和江北
茶区。不同地区的茶风味各异，风土人
情也各有不同。茶旅目的地，可以从自
己喜欢的茶区开始，加深了解；也可以
选一个陌生的茶区，体验完全不一样的
茶地理和茶文化。随着茶旅的流行，安
徽、福建、云南、四川、贵州、湖南、
广东等多省都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茶旅路

线，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
相关信息。茶旅的攻略简单易得，但茶
旅究竟要体验什么？值得我们认真思
考。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到此一游，恐
怕很难体验茶旅的魅力。

茶旅最基础的体验，就是逛茶园、品
茶香，感受茶园的美景和茶汤的美好。需
要注意的是，在不同产区、不同季节，茶园
有不同风景。在开始一段茶旅之前，应该
对茶区的茶地理、茶历史和茶工艺进行初
步了解。比如去武夷山，要学会看茶树在
深涧、峭壁、石缝中的生长状态；在云南，
要认真观察茶树如何与森林共生，看古茶
园与茶马古道的关系；而在一些传统的绿
茶产区，要懂得去欣赏随山势起伏的整齐
茶园，看人工的精巧。我们既要看一座山，
一片园，也要看一棵树。逛完茶园，可以寻
一方美景喝茶，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当地
名水泡当地好茶。茶汤的滋味，会随着时
空和心境而改变。除了逛茶园，品茶香，还
要识茶人。寻茶就是寻人，茶旅漫漫，不仅
要有好茶，也要有故事。

一杯茶的滋味，最初是由茶的品
种、种植环境和制茶工艺所塑造。当我
们抵达茶产区，对茶汤背后的风土人情
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或精细讲究，或
简单朴实，都值得细细体味。茶旅的意
义，不仅限于茶，那些通过茶可以抵达
广阔时空，才是茶旅的最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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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中，身着蓝色工装的她们坐
在桌前，有的正将茶叶分拣好后装至
盒内，有的正将包装盒放在耳旁，轻轻
晃动聆听声响……在分装区另一侧的
他们，则将成品放入纸箱，粘胶带、贴
标签，整齐地码好等待运走……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当天，天目云
露茶业有限公司的员工们仍在劳动中
度过。与“人从众”的景区相较，此时的
这里少了喧嚣，而是显得分外宁静，一
如往常般秩序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