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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疑解惑茶

蝉声响小暑，绿茶最养心。
小暑到来之际，在钱塘江源头的
浙江开化县，一场“全民饮茶
日”的主题活动在缕缕茶香中拉
开序幕。与其他茶产区的饮茶日
活动一样，其立意强、内容足、
接地气，而颇为“出彩”的是，
这是一场由地方政协主办、唱响

“主角”的茶活动。
“开化产茶历史悠久，其孕育

的开化龙顶已成为我们这里的生
态茶、文化茶、致富茶，自然成
为县政协关注的焦点。令人欣喜
的是，不少行业领军人物也是我
们的政协委员。这些年来，县政
协一直在积极推广茶文化、促进
茶产业、发展茶科技，助力当地
谱写茶业新篇章。”开化县政协主
席汪黎云说。

“商量”中产业迎来新发展

茶园旁，香气幽幽，满眼绿
意。一个方桌会议早早搭起，开化
县九醉池淮“民生议事堂”的“路
口问茶”系列专题协商正在进行。
谈的是茶，品的是茶，政协委员心
中此刻想的，也满满都是茶。

不少委员还记得第一期“路口
问茶”时的场景。当时专题协商会
一开场，池淮镇党委副书记张祯华
便直言不讳，道出不少难点困惑，
如茶园管理如何精细化、产业化程
度怎么提高、社会化分工怎样加强
等，请在座的委员们帮忙支招……

令张祯华欣喜的是，委员现场
贡献了很多“金点子”：要加快明确
开化龙顶茶主推品种，在保护本地
优质品种的同时，加快引进适合开
化的茶品种，进一步提高龙顶茶整
体品质；树立大品牌理念，用好新
媒体，加大龙顶茶推介力度，让龙
顶茶飘香四海；成立茶产业联盟，
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抱团发展
……

一条条建议都说到了张祯华的
心坎上。在茶香中，各部门单位负
责人也在现场逐一回应，积极推动
相关意见落地转化。

“在池淮镇茶产业发展遭遇瓶颈
之际，感谢政协委员问诊把脉、支
招献策……”今年 4 月，池淮镇

“民生议事堂”又创新形式，联合
“茶融创”委员工作室为茶产业共富
谋新思路，让池淮镇党委书记周奕
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看着“路口问茶”越议越专，
有着20多年制茶经验的县政协委员
李群勇很是开心，“如今，这样的协
商议事在开化的每个乡镇都会开
展，从事茶产业的委员与专家也特
别愿意有这样的协商平台与大家分
享。”李群勇说。

传承中技艺文化再提升

在李群勇看来，产业是基础，还
需要将开化茶文化氛围烘托起来，让
茶文化的土壤更肥沃，茶农才能更好
地成长。

走进位于池淮镇的开化丽群家
庭农场，李群勇荣获2023年浙江省
五一劳动奖章特别显眼。这位在绿茶
大省的“事茶人”在首届全国茶叶加
工（精制）职业技能竞赛（红茶类）中
夺冠后，将外形细紧、色泽乌润、香气
馥郁的钱江源“开门红”红茶带进了
全国茶人的视野。

品着李群勇现场泡的“钱江源开
门红”，果然有一种甜甜的果香味，且
回味无穷。

作为“茶二代”，年轻时的李群勇
却没有走上茶路。直到2000年，他
终于将目光瞄准了从小耳濡目染的
传统行业——制茶，走上了能让自
己发光发热的新赛道。数年如一日
地刻苦钻研，让他成为开化“茶
圈”的名人。

而李群勇事业有成后，最关心的
是如何与大家一起，合力将开化茶文
化发扬光大，让茶产业更兴旺。为此，
无论是县里还是开化龙顶名茶协会
举办的赛事，李群勇经常作为赛事组
织方、承办方参与其中，当评委、做
策划，忙得不亦乐乎。

作为政协委员，他则提交了
《关于推动开化茶产业提升发展的建
议》《关于在高速服务区加强开化茶
文化宣传的建议》等提案，为开化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李群勇也开
始带徒弟，“有机会一定要带徒弟们
出去见见世面，希望在实践中传播

开化茶文化，让他们多多将外边的
好经验好做法学回来”。

李群勇的成功，如同一颗小石
子，在开化数千茶农这“一池春
水”中，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县政协委员石春生也是其中的
佼佼者，他在今年的第五届全国农
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茶叶加
工赛项（绿茶类）冠军。载誉而归
后，同样投入忙碌的传承工作中。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茶文化的
传承者。”石春生说，这段时间，他
的徒弟周慧正为参加市级茶艺比赛
做准备，于是，每周他都会对周慧
进行面对面地辅导教学。

制茶、评茶、茶艺……在一代
代师徒之间，这样的传承不知已进
行了多少次，如今，石春生的徒弟
已在国家级、省级、市级三级比赛
中摘金夺银。

为了带动更多茶农增收致富，石
春生还与5个茶农大户、2个村庄散
户茶农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不但保
障了茶叶原材料的品质，更解决了农
户的卖茶问题。

科技下智慧茶园新飞跃

进入三伏天，“高温烘烤”模式给
茶树生长带来了极大考验。这段时
间，“85后”的县政协委员汪洋会在
电脑屏幕前察看当天的茶园信息，身
为“茶二代”的他，见证了创新力量给
茶产业带来的变革。

“以前要上山才能察看茶园情
况，现在只需在大屏幕上点一点，就
能第一时间监控气象、病虫害情况，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汪洋介绍，起
初茶园通过太阳能杀虫、人工除草灌

溉等方式进行管理，成本非常高。2020
年底，他的茶园率先建成当地首个智
慧茶园体系，包含声波杀虫、虫情监
控、土壤监控、气象监控及控制中心。
目前，茶园已接入“开化龙顶一件事”
平台，实现数据全贯通、业务全闭环、
服务全集成、一码全管控。

开化人敬畏自然，匠心传承，只种
生态茶、有机茶。这些年，开化始终坚
持生态为本、科技赋能，在龙顶茶品种
培育、品质提升、模式创新上，取得了
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果。

为了让小小的茶叶插上数字化的
翅膀，茶产业的县政协委员们发挥优
势、主动作为，示范带动越来越多的茶
企以科技赋能茶产业转型升级。

如今，2023年已过半程，汪洋计划
的目标也正在靠近：他将积极助推茶
叶生产从手工向规模化、标准化、数字
化发展，让茶农、茶企逐步实现从“靠
经验做茶”到“看数据制茶”的飞跃。

“我们是全县16家共享茶厂之一，为有
需要的家庭作坊、合作社提供代加工
服务。通过‘开化龙顶一件事’应用，可
实现在线接单，抱团激活茶叶经济，让
茶农共享致富好茶。”同时，作为“茶融
创”委员工作室牵头人，汪洋将与其他
委员们齐力推动全国首个茶产业带动
未来乡村——御玺未来茶乡村建设，
把有机茶园、加工车间和旅游景区、研
学基地、培训学校有机融合，把游客、
消费者引进来，让村民、就业岗位留下
来，将本地产品、文化走出去，带动更
多人就业增收。

在包括广大政协委员在内的茶人
们的坚守和创新下，从管理、生产再
到销售，每一个环节的数字化赋能都
为茶带来了创新与发展。作为农业支
柱产业，开化龙顶正搭上“数字化快
车”，实现产业升级。

杭州的径山茶，以山为名，与寺
相依，相传诞生于唐代，传承至今，
从未更名。深山藏古茶，相比大名鼎
鼎的西湖龙井，径山茶一直是低调的
存在。

径山留有茶圣陆羽著经的印迹，
但当地茶农每年春天祭拜的茶祖却另
有其人。唐天宝年间，法钦禅师来到
径山，结茅为庐，传教布道。他手植茶
树数株，采以供佛。数年后，掉落的茶
籽蔓延山谷，遍山都长出滋味芳鲜的
茶叶。法钦也被后人尊为径山茶祖。

径山多泉水。茶人皆晓“龙井茶
配虎跑水”，鲜有人知径山也有一口
龙井泉。用龙井泉的水泡径山茶，曾
是古代茶人的打卡之地。著名的茶叶
大师蔡襄游径山时，认为径山的泉水

“甘白可爱，汲之煮茶，清芳袭人”。
宋代叶清臣著有 《述煮茶泉品》 一
文，记录自己识茶品泉的心得，说：

“茂钱塘者，以径山稀。”清代魏源留
下《自天目山至径山寺》，这是一首
读起来自带音效的小诗：“左泉右泉
照石影，出谷入谷聆泉声。远石绿青
近山碧，大泉钟磬小泉琴。”

与一般绿茶不同，径山茶冲泡时
采用先注水，后放茶叶的上投法。水
温80度，水注八分满，将一撮细嫩
松卷的茶叶放入杯中，看茶叶缓缓舒
展沉浮，慢慢品尝径山茶的真色、真
香、真味，悦目赏心。

径山茶是日本茶道之源。在宋
代，日本高僧南浦绍明来“江南五山
十刹之首”的径山学佛习茶，并把茶
籽和盛行的径山茶宴传至日本，演变
成现今的“日本茶道”，这是当年中
日两国交流互鉴的实证。继承径山法
脉与径山茶道的大师中，有一位中国

人非常熟悉，他就是自称径山虚堂禅师
七世孙的“一休和尚”。

今天，日本还保存有国宝级的“天
目茶盏”，这种被称为“矅变天目”的
黑釉茶盏，世间只存三件半。因为史料
缺失，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建盏的
一种，直到前些年，在杭州临安区的天
目山中发现33座天目窑遗址，“天目
盏”这个名字才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径
山为天目山余脉，因有“径通天目山”
而得名。那时的径山流行抹茶，以黑釉
茶碗盛之。日本僧人在径山学佛事茶，
探寻“禅茶一味”，归国时带走寺内的
天目茶盏，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当年普
通的茶盏，现在已成珍贵文物，“一盏
可换一城”。

“却忆径山龙井水，一杯洗眼洞层
霄。”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回忆自己登
径山饮茶的诗句。历史上，张祜、苏东
坡、晁补之、龚自珍等众多名人都为径
山或径山茶留下赞美的诗篇。清代金虞
的《径山采茶歌》堪称代表作：“天子
未尝阳羡茶，百卉不敢先开花。不如双
径回清绝，天然味色留烟霞……”

近年来，径山茶因其优秀的内在品
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喜爱，先后
获“中国文化名茶”“中国驰名商标”
等称号。“径山茶宴”作为“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重要内容
之一，去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浙江大
学CADA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等单
位联合开展的“2023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专项评估”结果，径山茶品
牌价值已达31.65亿元，实力已经不允
许径山茶再低调了。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无法低调的径山茶
张治毅

六安瓜片是我国传统历史名茶之
一，其外形宝绿上霜、清汤绿叶、香
气高爽持久、滋味鲜醇回甘、叶底黄
绿明亮。“霜”，常常是作为评价六安
瓜片外形品质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
其为何物，怎么产生的，对茶叶品质
有何贡献？让我们一起来探究六安瓜
片的“霜”。

瓜片的传统加工需要“拉老
火”，其拉老火传统做法是，两名青
壮年抬着装有茶叶的特制烘篮在温度
高达 550℃-580℃的炭火上方停留
2-3秒后立即抬走，并人工翻茶多
次，以免茶叶焦边，如此交替进行
80次以上才可以完成本工序。该工
艺不仅使茶条紧结、发扬了瓜片茶独
特的香气、滋味，还使瓜片表面附上
了一层洁白的“霜”。

而仅仅在烘笼上静态烘干的瓜片
茶样，未能呈现“霜”。但经滚筒摩

擦的瓜片，即使不加热，其表面也呈现
出了“霜”。由此可以表明茶叶表面的

“霜”更多是由于拉老火过程中，反复
翻拌茶叶摩擦产生的。

实验采用滤纸与毛茶混合，共同
进行拉老火工艺来收集“霜”，通过
LC-MS 和 GC-MC 检测其非挥发性
和 挥 发 性 成 分 。 检 测 结 果 表 明 ：

“霜”的化学物质非常复杂，主要由
咖啡碱、儿茶素类、黄酮苷类以及萜
烯类等多种非挥发性物质和多种挥发
性物质组成。

评价员对有霜、无霜的茶样进行成
对偏爱性分析，无论外形、香气和滋
味，评价员均倾向于拉老火有“霜”瓜
片，并且均达到了显著差异水平。结果
表明，拉老火起“霜”不仅对瓜片表面
有着重要影响，还对其内在香味成分的
变化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六安瓜片的“霜”为何物
戴前颖

在广西柳州，融水县、三江县一
带的苗族、侗族同胞，每天都要打油
茶。早上，当浓雾笼罩着村寨，主妇
早已起床烧火了，不到一袋烟的功
夫，香喷喷的油茶即传至村外。中午
劳动回来，喝上几碗油茶或油茶泡饭
再出工，到了傍晚收工回家又吃一餐
油茶，直到八九点钟才吃夜饭。如果
吃到一半又有客人进屋，主妇会立即
操起茶滤，重新打起油茶款待客人。

三江县的侗族人，在以“油茶”
待客方面，还有一套固定的礼仪。

第一碗茶必须奉给长辈或贵宾，
然后依次端给其他客人，最后是家
人。先接到茶的人不能马上饮用，要
将茶碗放在桌上，等大家都端上茶碗
以后才能一同饮用。

另外，吃油茶和吃一般茶的不同

之处是“茶三酒四”之说。客人只要端
起茶碗，就必须连喝三碗。如果客人
不想继续喝了，需把筷子架在自己的
碗上递给主人以作表示。苗、侗等少
数民族同胞白日勤劳耕作，晚上聚集
一边喝油茶一边对歌吹奏芦笙，抑或
围成一圈手牵手边舞边唱，当地人称

“多耶”。
在融水县杆洞乡一带，当地嫁、

娶的喜庆节日也离不开油茶。通常是
先吃饭、后打油茶，喝完油茶便各自
回家。“打油茶”时新娘需坐在火塘
边，面对太阳升起的地方。亲朋道贺
需送1斤左右茶叶作为礼品。

“坐妹”是当地苗族年轻男女谈情
聊天的一种习俗，三五成群围坐在火
塘边，通宵达旦，夜深人静时年轻女
主人便打起油茶，边喝边聊。

以前的三江县同乐乡一带，新娘
第一次进入新郎家，双手从新郎的老
人家接过火柴，用其点燃小吊灯，再
打油茶给客人喝，喝完了油茶，才开
始闹洞房。

打油茶的原料也很丰富，包括茶
油、茶叶、阴米（平时把糯米蒸熟晾干
即成阴米）、油果、花生米、糍粑丁、
糯米汤圆、煮菜豆籽、葱花、瘦肉、肥
肠、猪肝等。不过融水、三江两地制作
油茶的选材和方法也不尽相同。

例如：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当地人认
为茶可以治病，且陈放一年的茶叶更好，
打油茶辅料是花生、阴米、黑豆、葱等。

红水乡黄奈村还有一种特殊的打油
茶方式——狗舌头油茶。主要是由于当
时生活较穷，增加木薯粉用其充饥。由
于成形的木薯粉条形似狗舌头，故名

“狗舌头油茶”。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打油茶辅料主

要是花生、阴米、猪肝、瘦肉、粉肠
等，喝油茶时，前 1-2碗内为茶汤、
阴米、花生等，第3碗会加入猪肝、瘦
肉、粉肠等，喝油茶的筷子为一个竹篾
制成的勺状物（当地又称作“浆”）。

由此，我们大概能够看出，苗族相
对侗族的打油茶较为简单，这和他们的
居住环境也有渊源。一般苗族居住在山
腰，在过去，那里土地贫瘠、交通闭
塞，融水苗族同胞很多只能携带茶叶等
山里的特产，到大浪一带的码头与商贩
换取木薯等粮食作物，因此才有“狗舌
头油茶”这一特殊打油茶形式。而侗族
一般住在山脚，依靠小河居住，有一定
的水田保障和粮食作物生产，生活相对
要富裕，长期用来打油茶中的佐料相对
丰富，甚至辅料中多见荤菜。

不管怎样，来到柳州，定要体验打
油茶这一充满了少数民族生活气息的饮
茶文化。

（柳州市茶业协会供稿）

柳州“打油茶”背后的故事

“茶叶起源于中国。随着两国文化
交流深入，越来越多俄罗斯人不仅爱
上了中国茶，也开始对中国的茶文化
感兴趣。”在 2023 年莫斯科茶业博览
会上，俄罗斯茶馆尼特卡的创始人安
德烈·科尔巴辛诺夫说。

2023 年莫斯科茶业博览会近日
在全俄展览中心举行，超过50家中国
和俄罗斯茶企参展。据了解，此次活动
重点展出茶叶、再加工茶、茶具、茶食
品等，并通过专题讲座、文化展演、现
场品茗等形式，展现中国茶文化魅力，
促进中俄茶文化交流，提升中国茶品

牌影响力。
活动期间，参观者可了解乌龙茶、红

茶、绿茶、白茶、花茶等各类茶品的区别
和制作过程，学习泡茶的原则和技巧。莫
斯科市民娜塔莎说，俄罗斯人传统上喜
欢红茶和绿茶，中国茶的品种更丰富，冲
泡时间和方式也更考究。

科尔巴辛诺夫说，无论是在俄罗斯，
还是在中国，茶文化都强调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虽然说
不同的语言，住在不同的城市，吃不同的
食物，但我们都爱喝茶，这就为我们紧密
相连提供了可能。” 新华社发

茶文化交流加深中俄人民友谊
——记2023年莫斯科茶业博览会

开化茶事 发生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徐泽欢

——浙江开化县政协助力“三茶”统筹发展

““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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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浙江省开化县池淮镇“民生议事堂”开展“路口问茶”协商活动，讨论茶产业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