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茶问水，曙暮露霜，泣心血，《茶经》三卷，付梓其名扬，
三吴地，古郡湖州，《茶经》 启恒光……”近日，随着 《〈茶经〉
故里之歌》的悠悠旋律，“以茶会友 茶缘天下”为主题的湖台茶
人交流会在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的会议室拉开序幕。

受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的邀请，来自台湾南投县茶叶协会的
近30位茶友来湖州参访，旨在进一步推进湖台基层交流。

“湖州与宝岛台湾的茶缘已久。早在当年重修陆羽青塘别业之
际，就有台湾友人捐资并担任协会顾问，经过20多年的发展，很多
茶客受到启蒙。台湾对陆羽及 《茶经》 的研究起步很早，成果丰
硕。”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吴震介绍茶文化和茶产业相关
情况。

现场大家茗茶交流，讲起了两地茶文化在交流借鉴中创新发展
的生动案例。台湾在茶园管理、制茶工艺等茶产业发展理念已形成
特有模式，曾一度引领大陆饮茶时尚的“台式工夫茶”和“茶道美
学”。而湖州多地在发展茶主题的文旅项目时，邀请台湾茶师，利
用湖州茶青，创新茶品，一度受到市场欢迎。

“之后，在两岸两地持续的友好交往中，我们会搭建平台，尝
试在茶学专业技能培训、茶学教育师生交换互访、茶行业会议展
览、两岸斗茶大赛、茶叶科学技术等方面加强交流探讨。”湖州市
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交流会结束后，南投县生活茶会一行前往吴兴区杼山茶文化公
园、妙山村茶文化馆、长兴大唐贡茶院、安吉宋茗博物馆等地参观，实
地了解湖州茶文化，感受湖州发展面貌。 （姚玲利 鲍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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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横州茉莉花

刚抵达顺来茶业园区时，先传入耳
畔的是鼎沸的人声。上百位青少年正在
中国茉莉花茶展览馆内研学，他们观看
茉莉花文化宣传片，品饮茉莉花茶，手
机的拍摄一路未停。

“这是花香的味道！”“原来茉莉花
茶也这么香！”记者听到学生们齐聚讨
论。他们日常对茉莉花并不陌生，但如
此近距离地感受茉莉花的历史、体验茉
莉花茶却是第一次。“原来我们横州茉
莉花有这么悠久的文化底蕴，与茶结合
可以有这么馥郁的香气！”有学生感慨
道。

看到此情此景，黄山珍难掩笑意：
“这些都是来自当地或是南宁的学生，
他们在这里研学，来了解家乡的茉莉花
茶文化。若以后读书到了外地甚至出
国，他们可以很骄傲地和朋友介绍，

‘我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
“世界上10朵茉莉花，有8朵来自

中国，有6朵来自横州。”在当地，这
样一句耳熟能详的标语，足以看出作为
主产地的横州的底气。

“横州有12.8万亩的茉莉花园，年
产茉莉鲜花 10 万吨、茉莉花茶 8 万
吨。”黄山珍介绍，这里种植茉莉花历
史悠久，明朝《横州志·物产》等史料
早有记载，横州州判王济还曾在《君子
堂日询手镜》里记述，“茉莉甚广，有
以之编篱者，四时常花”。

“其实，茉莉花是舶来品，原产于
古罗马等地，西汉年间随佛教传入中
国。千百年来，古老的东方茉莉芬芳浸
透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符号之一。”黄山珍说，到了
明朝，茉莉花来到横州，经过500多年
的培育，如今，它已成为当地的主导优
势产业，与茶一道香飘世界。

好一捧横州茉莉花茶

步入宽敞明亮的厂房，只见地面已
分置出不同的色块，有的花与茶正在窨
制，呈现白与绿交织的色彩，有的则显
然已完成一次窨制，花从茶中剔除，仅
留鲜茶的青绿身影。

“横州茉莉花，花期从4月底开到
11 月初，可出现 5 期盛花，其中有

80%用来制作茉莉花茶。”黄山珍介绍，
茉莉花苞收回后，一般要先养花，通过温
湿度的控制，来保证茉莉花在当晚开放。
其次是筛花、拌花，将含苞待放的健康花
苞筛选出来，与各类茶坯进行混合，茉莉
花茶的灵魂工序——窨制才算正式开始。

“拌匀的花与茶要先堆放4个小时左
右，此后，时刻观察窨制温度的制茶师傅
要及时将其摊开散热，避免温度过高产生
烧花、出现闷浊味，影响品质。等温度降
下后，再拌匀收堆，4个小时后则需将茶
与花分离，烘干茶叶，完成初次窨制。”
黄山珍说。茉莉花茶通常在半夜开放，一
般茉莉花呈八爪状时，是花香最浓郁的时
候，为此，制茶师傅要眼勤、手勤，常常
一忙碌就是一整个通宵。

“窨制后，茉莉花香浸透入茶中，可
以减弱喝绿茶的涩感，滋味鲜浓醇厚、更
易上口。而一批茉莉花茶的诞生，要反反
复复历经数次这样的窨制，次数的多少、
茶坯的等级，也决定了最终花茶品质的高
低。”黄山珍说。

她话音刚落，随即走到厂房的另一
处。在堆放的窨制花茶旁，一列自动化
的机械设备同样在有序运转着。“我们引
进了先进的窨花设备，可以将待窨制的
茶坯与茉莉鲜花自动混合、自动分离，
实现了茉莉花茶窨制过程的清洁化、自
动化，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能提高茶
品质量。”

如今，伴随着横州茉莉花茶产业的发
展，张一元、华茗园等一批茉莉花茶企业
已纷纷落户横州，这里还建成了全国最大
的茉莉花与花茶原料市场——西南茶城。

“西南茶城在1993年就已经建立，今
年正好30年。茶叶生产旺季时，几个月
时间可以达成几十亿的交易额。”黄山珍
说，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做茉莉花茶的
客商云集于此。多的时候，有1万多人在
这里生产茉莉花茶，这不仅带动了当地消
费，还有效促进了人工就业，横州经济呈
现一片繁荣景象。

好一条增收致富路

“我现在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查
看账上还有多少钱，第二件事就是去银行
取现金。去年收花，我大概花出去了
1000多万元。”黄山珍笑着调侃自己“花
钱如流水”。

与黄山珍对比的，正是此时日日有收
益的花农。

“每天数着钱，入账有几百块钱。”黄
山珍笑着介绍，“今天花价是多少，不是
我们买花的人说了算，都是花农做主。例
如，今天是18元开秤，但受天气等各种
因素影响，摘得花少，花农就会等涨到
20元再卖。所以，每天收花的价格都不
一样，基本浮动在18元／斤-20元／斤
这个范围内。花农摘花一天能有30-50
斤，收入相当可观。”

在交易市场，还有一大奇观——已司
空见惯的二维码，在这里却颇受冷落。花
农很实在，现场都是现金交易。交易完，
常能看到卖完花的花农一脸朴实的笑意，
揣着正热乎的辛苦钱，在市场旁边买菜、
买熟食、买水果，以犒劳一整日的辛劳。
这样的一卖一买，恰恰也勾勒出横州独具
一格的烟火气。

“现在花农的采摘环境也有提升，防
晒服类似挡光板，可以将光挡回去，下面
还有两个小风扇，类似空调服，时时送来
清爽的风。由于横州茉莉花期长，花农每
天都有得忙，一亩地收益可以达到
1.8万元左右。”黄山珍说。

为了增进企业效益，他们在收花的基
础上，也在积极实现一二三产融合，不断
拓展产业链，增加营销渠道，打响产业品
牌。“我们现在不仅确立了企业标准，生
产茉莉红茶、茉莉黑茶、茉莉乌龙茶等创
新茶品，还制作了茉莉精油、茉莉香水、
茉莉水乳、茉莉茶点等衍生品，在市场上
广受好评。北方一般以茉莉花茶销售为
主，像广东则购买茉莉奶茶原料，制作奶
茶，赢得了不少青年消费群体的青睐。我
们也在进行产品研发，推出东方茉莉奶茶
新品，在夏日送去最清透的茶香。”黄山
珍说。

作为一家经营老字号的企业掌门人，
黄山珍大胆创新，早早参与电商、直播等
赛道，让茶企迸发出新的活力。“顺来号
始创于1806年，作为周家第五代传人，
我和爱人周焕洪全力发展茉莉花事业，从
2009年致力于打造品牌，2013年首次接
触电子商务，成为最早一批尝鲜者。不久
前，我们和网红头部主播直播合作，几分
钟销售额达300多万元，整场卖了2900
多万元。”

夜里11点，还在车间的黄山珍发了
一条朋友圈——视频中，窨制的花茶香似
乎从镜头中传出，她配文写道：“这一
刻，你听到花开的声音了吗？”

她想说：“这是花开的声音，也是对
幸福的向往。一朵茉莉，一捧茶香，一生
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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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是莲都区茶产业的最大优势，百年老枞茶是高山原生态野
生茶，品质高，市场前景广阔，是值得推广发展的好品种，建议深入
调研老枞茶的产业价值，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让老祖宗留下的好东
西成为我们当地农民致富的法宝……”在“民生议事堂”现场，浙江
省丽水市莲都区政协委员叶立钦以人们熟知的老枞茶为切入点，一语
中的。随之各位委员纷纷打开话匣，将建言落在“茶”上。

近日，莲都区政协组织开展了一场题为“以茶为‘媒’，打造
‘茶’共富工坊，念好‘山海经’，走好‘共富路’”的“民生议事
堂”活动。活动现场，委员们与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莲都区茶协
会、区科协、区农业特色发展中心等单位人员，乡镇党委政府、茶农
代表等共同探讨当地高山茶产业发展。大家各抒所见，围绕这片扎根
乡土的茶业发展凝聚发展共识。

“目前，科技特派员指导帮助茶树种植，让茶叶产量和品质都有
了保障。现在销路是一个重点，建议提早谋划对接，做好电商营销，
增强品牌意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立足老枞茶做出特点。”莲都区
政协委员、区科协副主席叶雪军建议。

“好茶，要卖出好价格，包装推广也很关键。”莲都区政协委员、
区新联会秘书长管伟梁接过话头，他建议，“要重视包装，赋予老枞
茶更多的文化属性，并找准受众渠道，例如可在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
等群体进行产品推广，提升茶叶产品的附加值。”

莲都区茶协会会长管兴标对当地茶产业发展如数家珍，并从品牌
打造、茶叶制作工艺、市场营销、文化挖掘、团队建设等五个方面对

“茶”共富提出了具体举措的建议。
作为地处偏远山区的乡村，莲都区峰源乡生态环境优势突出，平

均海拔735米，昼夜温差大，常年降雨量充沛，空气湿润，适宜老枞
茶生长。近年来，莲都政协发挥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民生议事
堂”等履职平台优势，持续关注当地茶产业发展，积极助力茶农把绿
叶变“金叶”。

为解决当地茶农因交通不便导致卖茶难的问题，2021年，莲都
政协组织调研并撰写 《九龙乡、峰源乡两地及周边数万群众期盼
K601、K602公交线路延伸廿公里》的社情民意信息报送至党委政
府，推动公交线路延伸，增进了区域联系，助力相关群众节省每趟进
城时间2小时，化解了茶农的急难愁盼。

在莲都政协的建言助力下，峰源茶农立足高山优势，扎实推进高
山茶产业发展。

据悉，截至目前，峰源乡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000余亩，其中鸠
坑种老茶园1500多亩，亩产值近1.6万元，带动50余户茶农在家门
口实现增收致富。不仅如此，他们已注册“峰源一千”“峰源老枞”

“峰源云雾”等茶叶品牌，其中“峰源一千”老枞茶外形肥嫩弯曲，
汤色橙黄明亮，花香显露，滋味甜醇带花味，叶底肥嫩显芽，深受消
费者喜爱，曾获中国（深圳）春茶博览会老枞大赛入围奖。

为了提高建言质量，委员们多次开展实地调研，先后前往大山峰
森林公园实地调研原生野枞古茶树生长情况，到小上垟调研众合绿茗

“共富工坊”建设运营情况，详细了解当地在推动高山茶产业发展，
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并在“民生议事
堂”上交流互通，碰撞出更多行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民生议事堂’平台就像我们的智库，为茶农汇聚了各方面资
源，提出了非常多的好点子好建议。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发展好高山
茶产业，带动更多农户共同致富。”与会的茶农叶友君说。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政协：

“民生议事堂”为茶谋“共富经”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曹志林

日前，来自外交学院和北京建筑大学的约 30名外国留学生来到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参观茶博物馆，欣赏茶艺、长嘴壶表演，参与
茶文化知识互动和体验手绘茶席等活动，体验中国传统茶文化。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外国留学生体验中国传统茶文化外国留学生体验中国传统茶文化

墨脱有茶。这是我未曾想到的，之
前五次进藏，先后两次到过波密县易贡
乡，参观易贡老茶园，便草草得出结
论，易贡是西藏唯一的产茶地。今年在
林芝参加活动时，偶然听重逢的老友提
起墨脱茶，才对这里又刷新了认识。

原来，墨脱不仅有茶，还有好茶。
于是，我临时改变行程，踏上了到墨脱
的路。“走过墨脱路，不怕人间苦”，
2013年 10月 31日正式通车之前，墨
脱“不与秦塞通人烟”，不难想象，进
出这里之难。

从波密县城到嘎隆拉冰川，一路
扶摇直上，景色从密林变为秃岭，山
溪摇身成为雪线。我看见了茶，就在
离县城不到 20 公里的山坡上。2012
年，墨脱县建成了该县第一个试验性
茶园，并于2013年将茶叶确立为农牧
特色主导产业。自2013年以来，墨脱
县安排农牧局技术人员全程蹲点每一
个茶叶基地，并在后续管护及运行中
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截至目前，墨脱县建成高标准高山
有机茶园33个，总面积8900余亩，可
采摘面积 4000 余亩。在茶叶品种方
面，主要有福鼎大白、铁观音、白毫
131、名山特早213、梅占等，茶叶产
品种类主要有绿茶、红茶和藏茶。根据
墨脱县茶产业发展规划，未来3年墨脱
县茶叶种植面积将达到3万亩。

在墨脱的三天时间里，我走遍了
辖区内的所有茶园，感觉到每一片茶
园都是景区一般的存在。由于日照充
足、降雨充沛，茶树以雪山融水与天
然山泉灌溉，显得格外青春蓬勃，加
上来源于名山并结合本地特色进行了
改进的生产技术，虽然起步晚，但整
体上管理较为规范。

站在著名的果果塘大拐弯观景台，
那么多人对雅鲁藏布江奔流而去的大拐
弯赞不绝口，而我则惊诧于果果塘茶园
的美。那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美茶园了，
雨露氤氲在侧，整齐划一的茶树沿坡而
植，门巴族姑娘们三三两两，正在茶园

中穿梭。来到格林村村民达吉拉家，才
喝到香喷喷的墨脱白茶。听着达吉拉讲
起本村因为茶拉动经济的故事，没有什
么比这更让人感到宽慰与欣喜的了。从
脱贫到致富，墨脱县想了许多办法，但
从格林村经验来看，撬动幸福生活的竟
是一片叶子。

古有茶马古道普洱入藏，今有援
藏新茶销往广东。来自广东的援藏干
部们与当地党委、政府大胆探索种植
广东茶叶优良品种凤凰单丛茶，开启
墨脱茶销往广东的新路。当地一位茶
企负责人告诉我，他的一个门店一年
发往佛山的茶叶销售额就超10万元。
他说，当初选择从事茶叶行业颇受非
议，觉得在墨脱做茶量少市场小，无
法做强做大，几年下来，他感谢自己
的坚持。一片茶叶，改变了人们对相
对闭塞的墨脱的刻板印象，也改变了
他自己，他在这片叶子上找到了人生
的竞技场。

“没种茶之前，种水稻一亩收入五

六百块钱。种茶后，刚开始一亩约有
5000多元，现如今采茶量一年比一年
多，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墨脱县背
崩乡的德吉拉姆说。从3月起，墨脱县
茶园就进入了春茶采摘的最佳季节，为
了保证茶的品质，德吉拉姆会和乡里所
有茶农们一样起早贪黑，抢抓时机，忙
着采茶，并满怀对丰收喜悦的憧憬。

很多年之前，我就在观看纪录片
《走进墨脱》时想象过，要在这里烹饪
林下珍馐，冲泡山间香茗。10多年过
去，我终于有幸站在墨脱的土地上，并
深深沉醉在这里的茶园风情中。临行
前，朋友送了我一盒墨脱白茶，他还特
意给我开汤，端起茶杯，一种熨帖感便
如吹炭生火般蔓延开来。而一旁的门巴
族汉子豪迈高亢的送别调，则让我忍不
住落泪。我也不知道几时才能重来墨
脱，好在，我与它的知会可以有许多渠
道与平台，而一片茶叶，都可以是怀念
与回想最好的舞台。

（作者系临沧市作协副主席）

西藏墨脱：山里种出“幸福叶”
许文舟

夏日炎炎夏日炎炎，，广西壮族自治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横州市户外气温高达区南宁市横州市户外气温高达
3434℃℃，，此时正是茉莉花盛放的此时正是茉莉花盛放的
时节时节。。放眼望去放眼望去，，道路旁绿海道路旁绿海
般的花田中般的花田中，，茉莉花如同点点茉莉花如同点点
细浪细浪，，正向自然舒展身姿正向自然舒展身姿，，释释
放沁人的清香放沁人的清香。。

忽然忽然，，它们腾空而起它们腾空而起，，被被
人轻轻采下人轻轻采下。。彼时彼时，，头戴遮阳头戴遮阳
帽帽、、身披防晒衣的花农已在高身披防晒衣的花农已在高
温炙烤下采摘了数个小时温炙烤下采摘了数个小时，，他他
们身前系着的蓝色网兜内们身前系着的蓝色网兜内，，已已
装满数百朵初绽的茉莉花装满数百朵初绽的茉莉花。。鼻鼻
尖花香萦绕尖花香萦绕，，似乎忙碌也有了似乎忙碌也有了
幸福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看花海看花海、、闻花香闻花香、、品花茶品花茶、、
赶花会赶花会，，茉莉闻香之旅正期待远茉莉闻香之旅正期待远
方的来客方的来客，，感受这里感受这里‘‘香飘致富香飘致富
路路’’的乡村图景的乡村图景。。””南宁市政协委南宁市政协委
员员、、广西顺来茶业有限公司负责广西顺来茶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黄山珍笑着说人黄山珍笑着说。。

花农在采摘茉莉花花农在采摘茉莉花 黄汝德黄汝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