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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沉淀一缕香

北纬32°穿过襄阳南部山区，形成了国
内名优绿茶生产的黄金纬度线，得天独厚的地
理气候和特殊的土壤条件，让襄阳的灵山秀水
自古适宜产茶。襄阳核心茶产区主要分布在南
漳、保康、谷城一带，处于大别山系与秦巴山系
之间的“马鞍型”地带的腹部。相较于浙江、福建
等地，这里的茶园冬季休眠期相对较长，茶叶营
养物质积累较多，茶叶肥嫩、口感醇厚。

分级、整形、精制、包装……在竹林翠峰
茶业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
在将每公斤售价118美元的玫瑰红茶装入印有

“襄阳高香茶”品牌标识的盒子里。
“虽然我们生产茶叶已经有很多年了，但

是真正打开销路做出口贸易其实也就是这两年
的事。襄阳有机茶园面积大、不含重金属，茶
叶香气物质多、口感醇厚，在国际上非常受欢
迎，售价也相对较高。”竹林翠峰茶业总经理
胡长安说，2022年公司共计出口了1500万美
元的茶叶，而截至今年7月底，公司已经出口
了210吨共计1300万美元的茶叶，预计全年
突破2000万美元，出口额在湖北省内茶企中
遥遥领先。

襄阳茶，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在
国内也是早负盛名。1999年，在保康县召开
的“高香型有机绿茶论证会”上，全国知名的
茶叶专家齐聚现场，对襄阳绿茶高香品质赞不
绝口。其中全国权威的评茶大师沈培和感喟
说：“我一生印象深刻的两款茶，一款在安徽
黄山品到，一款就是在保康品到的官山茶！”

由于在历史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地理标识和
公共品牌，襄阳南漳、谷城、保康等县依托荆
山良好的地理气候，发展起大大小小几十家茶
场自成品牌。一片襄阳茶，化作满天星。这里
先后诞生南漳羊角山茶场“羊角山”牌、保康
荆山荆茶叶公司“荆山锦”牌、湖北保康“归
真”牌、谷城“五山玉皇剑”牌等一系列地方
茶叶名牌乃至省级龙头企业。

十年磨砺铸品牌

而当襄阳茶还沉浸在数十个小品牌的裂变中
时，随着经济发展，国内茶叶市场已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尽管襄阳市有茶叶品牌20多个，可
襄阳这片产好茶的土地，却是品牌多、名牌少，没
有一个能真正叫响海内外、知名度高的茶叶品牌，
正因如此，虽然襄阳茶叶在本地非常畅销，但在进
入全国市场时却壁垒重重。

襄阳高香茶受特殊地理气候以及炒青提香
工艺影响，茶叶新梢持嫩性强，糖类物质和氨基
酸含量高，且茶多酚含量适中，令茶叶香高味醇。
经测试，襄阳茶叶内含的游离氨基酸达到4.0以
上，茶中的主要呈香成分多达68种，香气成分香
叶醇、橙花叔醇、植醇等香气物质较大多数同类
绿茶高10%以上。基于这种特点，2009年底，襄
阳市农办联合质监、工商等部门以及茶叶生产企
业对襄阳茶产业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论证，决
定以“襄阳高香茶”作为襄阳茶产业公共品牌进
行打造。

2012年 1月，“襄阳高香茶”获得国家商标
局颁发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书》，成为襄
阳第一个以地市级名义注册通过的地理标志商
标。“襄阳高香茶”这个公共品牌也受到众多企业
的认同。

从2012年到2022年，随着“襄阳高香茶”品
牌诞生，襄阳茶产业开启了襄阳茶品牌复兴的新
篇章。先后三次的政策激励，推动“襄阳高香茶”从
探索期、突破期到爆发期，助推着整个茶产业的蜕
变。

2012年，襄阳市将“襄阳高香茶”定位为“代
表襄阳名城形象的一张经济与文化名片”，从生产
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经营主体扶持、产业链延伸
各个方面进行了引导。

2018年，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
产业兴旺成为重点，打造区域名品也成为趋势，襄
阳围绕“振兴高香绿茶、提升红茶、发展黑茶，向深
加工综合利用延伸”的发展思路，实施茶园基地、
龙头企业、标准体系、品牌建设、服务体系、茶旅融

合等六大建设。到2020年，襄阳全市茶园面积44
万亩，茶树品种全面改良，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
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茶叶年产量3万余吨，加工产
值超30亿元，综合产值近75亿元；“襄阳高香茶”
公共品牌入围中国农业区域公共品牌300强，入
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名扬荆楚。

2021年，襄阳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快“十四五”襄阳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
基地、强加工、强科技、强品牌、强主体、强流通”全
面强化整个产业链条。同年，市政协、市发改委等
部门共同组建襄阳市高香茶产业链专班。

襄阳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诗还担任市茶
叶产业链链长，一有时间，他就带着产业链专班到
茶园基地、茶企一线进行调研，用脚步丈量襄阳的
茶山。前后13次实地调研，让茶产业链专班摸清
了家底，打开了思路，也为茶企、茶农实实在在解
决了一系列问题。在了解到保康县楚原生茶叶有
限公司病虫害防控存在困难后，李诗多次协调市
直农业部门帮助协调解决，最终为企业争取到
1500张数字化色板、100套信息素诱捕器，用于
茶园的病虫害防治。

为了进一步提升“襄阳高香茶”品牌影响力，
做大襄阳茶产业规模，2023年3月，李诗带领茶
产业链专班，7天奔波5000余里，赴福建武夷山、
福鼎、泉州以及浙江金华、安吉、杭州等地茶产业
前沿地区，开展调研学习和茶产业招商引资项目

对接活动。每到一处，李诗都认真察看茶叶基地建
设情况，了解企业在经营模式、产品研发、市场流
通、文化挖掘、品牌打造、茶旅融合等方面的经验
做法。

2023年 4月，来自湖北省11个主要产茶市
（州、林区）、七大重点区域公用品牌的308个茶
样，在湖北省首届“楚茶杯”斗茶大赛的舞台上比
拼。本次大赛，襄阳市共选送34个茶样，其中13
个产品获奖，分别荣获1项茶王、5项金奖和7项
银奖，获奖率接近40%。其中，“襄阳高香茶·玉皇
剑”斩获的绿茶茶王，是“襄阳高香茶”自参加斗茶
赛以来荣获的最高荣誉，标志着“襄阳高香茶”再
次跻身全国顶级优质名茶行列。

2012年至今，襄阳市对茶产业的扶持资金共
投入3亿元，不断对茶园种植、茶叶合作社、茶叶
生产和茶楼销售各个环节进行扶持。襄阳市委市
政府对茶产业十年如一的鼎力支持，正是要把襄
阳茶产业做大、做优、做强，使之成为山区农民增
收、企业增收、财政增收的新亮点。

“一叶”敲开致富门

清晨6点的保康县店垭镇，层层茶园，碧绿连
绵，随处可见挎着篮子的茶农在采摘新发的嫩芽。

“我们店垭是有名的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茶

园，大家都是每天清晨、傍晚天气凉快的时候去
采，更有勤奋的茶农，顶着中午的大太阳都要去采
茶，因为每天采摘的鲜茶当天就能卖出去补贴家
用。”7月28日一大早，店垭镇神农村村民李正平
匆匆聊完了几句话，就直奔自家的茶园。

店垭镇现有茶园面积达4.3万亩，12个茶叶
专业村，20余家茶叶加工厂，生产毛尖、银
剑、炒青、龙井等十多个品种，年产茶叶600万
斤左右，产值超2.5亿元。从事茶叶种植、加工
和销售的人口占全镇总人口达到一半以上，茶产
业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

像店垭镇这样的以茶产业为支柱产业的乡
镇，在襄阳南漳、保康、谷城的广袤山区还有很
多。如何用“一片叶子”打开一扇窗，“一片叶
子”敲开致富门？近年来，襄阳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念好“山字经”，打好

“生态牌”，做好“茶文章”。
在玉皇剑的茶山上，有一座茶坛，它是鄂

西北茶文化的地标，也是茶农百折不挠、不断
探索的精神象征，正如玉皇剑的创业之路——
从难以支撑的改制企业到销售产值 4 亿元的

“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从数千亩基地的茶
叶加工厂到“吃住行游乐购”于一体的省级休
闲农业示范点，从一片茶叶发展到一个特色产
业集群，湖北玉皇剑的成长是“襄阳高香茶”成
长飞跃的缩影。

湖北玉皇剑公司董事长张于学说，2008
年，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形式，吸
纳了股东 70多家，以合作社入股、以茶场入
股，与茶农利益共享，把品牌红利和品质把控联
合到每个茶农身上，让茶农们充满了干劲。

随着茶叶品牌日渐深入人心，玉皇剑公司又
转换模式，通过茶旅融合，推动产、学、研、游
一体化发展，延长拓宽茶产业链条。截至目前，
玉皇剑已先后建成3.5万多平方米的基地，涵盖
加工、包装、仓储、物流运营、行政办公、研学
培训等功能。玉皇剑旅游线路被农业农村部发布
为20条茶文化旅游线路之一，年接待20万余人
次，带动4000余村民从事茶叶生产、经营和旅
游服务，带动创收1800多万元，成为“襄阳高
香茶”授权企业带动乡村振兴的见证。

十年，见证了一条产业链的成长，一场茶
产业振兴的奋斗和一个公共品牌的崛起。阔步
向前，“襄阳高香茶”的步伐更加坚定——按照
襄阳茶产业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市高效生
态茶园面积达到50万亩，茶叶总产量突破5万
吨，茶园绿色防控率达到 90%，“襄阳高香
茶”培育成全国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全产业
链及关联行业从业人口达到50万人，核心产区
亩平均年收入过万元，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100亿元。

（熊丹青 李宇江）

十年磨砺续写千年茗香
——“襄阳高香茶”的产业崛起之路

从襄阳出发，经武汉，转货轮往香港，
继而漂洋过海去往美洲、欧洲……7月 30
日下午，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经济开发区内
的竹林翠峰茶业有限公司门前场地上，满载
12吨高品质玫瑰红茶的货车缓缓发动，准
备启程。

拨开历史的风烟，数百年前，一路路满
载茶叶的商队从武夷山出发，搭“南船”经

汉口到襄阳，再改“北马”上洛阳，过黄河，
越张家口，穿蒙古国沙漠至恰克图，继莫斯
科，直贯亚欧……干线总长1.4万公里的万里
茶道，勾勒出明清经济繁华的缩影。

作为南船北马交汇的“七省通衢”——襄
阳是万里茶道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万里
茶道陆路第一站。穿越沧桑岁月，缕缕茶香始
终萦绕着襄阳这座千年古城绵延不绝。

位于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田河村的湖北玉皇剑茶业有限公司有机茶园

“火红的太阳出东方，温风吹来百
花香……”细眉挑起、眼角微扬，纤细
的双手翘起兰花指，一嗓子出来，办公
室内，河北省迁安市政协委员、评剧艺
术唐山市级非遗传承人周长虹仿佛瞬
间站在戏台上，面前的桌椅，仿佛坐满
了观众。

“这是评剧新派代表剧目《刘巧
儿》选段《火红的太阳出东方》，你听，
每一句都很婉转、甜美，因为运用了鼻
腔共鸣、特有的疙瘩腔和吐字归韵。如
果用歌曲唱法，会非常平，没有韵味
……”采访之初，周长虹就迫不及待地
讲起了评剧艺术，并一句戏腔、一句歌
曲地现身说法。她与评剧的故事，也由
此开始。

情定评剧 生根发芽

“学评剧，是一次‘圆梦之旅’。”周
长虹笑着回忆起年少的往事：小时候的
她，曾跟随父母到村口看戏，只是第一
眼，便被演员们精致的扮相、悠扬的唱
腔吸引，而后又沉醉在《刘巧儿》《花为
媒》等经典剧目的广播节目中。这颗从
小埋下的热爱的种子，让她一路勤学苦
练，从戏迷成长为专业的评剧演员。

“只要你能听懂普通话，一定能听
懂评剧！通俗易懂的唱词，让评剧已成
为老少皆宜的艺术形式。”难怪周长虹
有这样的“底气”，师从著名评剧表演
艺术家谷文月的她，一晃已在评剧艺
术领域坚守近30年。正因如此，她总
是被朋友戏称有股“傻”劲。“我曾有机
会去更大的城市发展，可我就是舍不
得评剧，也舍不得家乡。”

“评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在戏曲界
有着重要地位；而迁安市艺术团已有
70余年的历史，是唐山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迁安评剧’的传承单位……”
周长虹总是不遗余力地打着“广告”，

“现在，我们剧团年均演出约200场，
主要是‘送戏下乡’，服务基层群众。继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家乡声音，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送戏出圈 枝繁叶茂

洁白的墙壁、光洁的落地镜，围出
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空间——排练厅，
在这里，十余名演员排成一队，汗如雨
下，气氛却是热烈的。表演老师正在逐
人、逐个细节指导。“抬头挺胸！”“注意
眼神！”“走！”老师浑厚的指令发出瞬
间，又是一个鲜活灵动的出场。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
戏的苦与累，我们都甘之如饴。”周长
虹说，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剧团里的
青年演员每天早上八点半就开始集
训；更有些用功的演员，周末也会自发
来练功。

“唱好一出戏，不是只靠一个主
角，靠的是整个戏班子；而评剧的传承
更需要代代评剧人坚守初心，将评剧
艺术源源不断地送到老百姓的生活
里，让更多人了解评剧、热爱评剧。”对
于评剧人才少、流失多的现状，周长虹
一度非常忧心，好在，现在国家高度重
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社会各界
也积极努力，推动着戏曲艺术的复兴。

在艺术团，“迁安市青少年传统文
化教育——戏曲体验中心”的牌匾异
常醒目。一边“请进门”，一边“走出
去”，周长虹说，从2016年起开始的

“戏曲进校园”活动，如今已经实现年
均超百场。

“从8岁到18岁，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都特别愿意和我们互动。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刘胡兰》剧目演

出结束后，孩子们将我团团围住，给了
我一个又一个紧紧的拥抱！”周长虹
很欣慰，自己的表演让刘胡兰的英雄
故事走进孩子们心中，评剧艺术被越
来越多的孩子接受，这对评剧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都有重要意义。“哪怕只
有一个孩子因为‘戏曲进校园’活动
了解、喜欢评剧，我们就算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

更让周长虹骄傲的是，不少孩子
与她因戏结缘，成为忘年交。“他们经
常在课余时间来剧团看戏、学戏！”

扎根时代 硕果累累

“送戏下乡”，始终是艺术团的“重
头戏”。周长虹说，这些年来，他们每年
都会走遍市辖区内约20个乡镇，年均
演出的场次约60次。“评剧是扎根乡
村的艺术，肯定要去乡间演。”

而对于评剧的起源，周长虹也总
是津津乐道——源起于19世纪末，流
传在迁安、滦州一带农民之间的对口
莲花落，后经滦南成兆才先生整理演
绎，并由李大钊先生命名为“评剧”。历
时百年发展，评剧已形成新派、白派、
张派等不同派别，从一两人的小节目
成为多人共同演绎的成熟剧目，如今
又结合时代主题编排出不少新剧目。

最近一次“送戏下乡”活动，剧团
来到沙河驿镇刘庄子村，演出剧目便
是现代评剧《百姓医生》，将迁安市中
医医院原心肺科主任韩文宝一心一意
为患者、视患者为亲人的先进事迹展
现在舞台上。演出结束后，村民们拥到
后台，他们被剧中主人公的医者仁心
深深感动着，也深深折服于鲜活的评
剧艺术。

“村民们拉着我们的手一遍遍说
着‘一定常来’。这样的场景，只要

下乡，我们就能遇到。”周长虹笑着
说，“发源于民间的说唱艺术如今又
回到乡里，乡亲们都说看不够！”

作为从艺多年的评剧演员，坚持
在一线演出，是周长虹的初心；作为
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关注，在各种场
合为评剧艺术鼓与呼，也是她的重要
履职内容。“今年3月份，由迁安市
政协主席带队，政协委员们来艺术团
考察调研，对推进‘戏曲进校园’

‘送戏下乡’等工作给予肯定，大家
也提了很多好建议。”这对周长虹来
说既是鼓励，更是帮助。她希望，可
以借助政协组织的平台，为评剧的传
承多出一份力。

采访接近尾声，手机铃声忽然响
起，电话沟通几分钟后，周长虹笑着
说：“过几天，台湾有45名小朋友来迁
安交流，学校邀请我们为孩子们演出、
传艺！希望台湾青少年能喜欢评剧！”

“你看，你的板要这么拿，让球
的落点稍微向下些……”北京市东城
区体育馆路街道居民代表在与乒乓
球世界冠军牛剑锋进行友谊赛时，
另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陆元盛作为
强力“外援”，对这位居民的球技进
行了实时教学。名师指点后，果然
引发了一轮对决小高潮，引来现场
一片欢呼。随后，各位居民代表轮
番上阵，都来体验与世界冠军打“比
赛”的难得机会。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北京市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共同开展的“学
思想 惠民生”全民健身进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拉开序幕。这场开在家门口
的体育“运动会”，将满足居民多元化
的健身需求，推动街道、社区形成“会
健身”“健好身”的良好氛围。

作为志愿者的陆元盛，看到这么
多乒乓球爱好者来参加活动，倍感欣
慰。“我刚刚指导的几位居民代表，他
们打乒乓球已经很多年了。乒乓球这
项运动不仅老少咸宜，而且不受场地
限制，在户外、室内都可以打。”

他随即现场又来了堂教学课，拿
起手机与一位居民对垒起来。“你看，

在家里的茶几上，只要有一个球，用手机
都可以打。如果有小朋友，可以买比较便
宜的光板来练，5分钟就学会了。”陆元
盛说。如今，在我国第15个“全民健身
日”到来之际，他很开心能够参与到全民
健身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本次活
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运动场地和全民健
身活动项目，非常贴近群众，希望有更多
的人能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此次活动将持续3个月，形式丰富
多元，运动项目也很多样，除乒乓球外，
还涉及广场舞、八段锦、太极拳、围棋、象
棋、篮球等多类别体育运动项目，除此还
有科学健身讲座、专家义诊、参观体育总
局荣誉馆等。

世界冠军吕泰东和全运会冠军冯凯
杰此次也来到活动现场，为社区太极拳
爱好者开展了首场太极拳志愿服务活动
的辅导课程。

冯凯杰说：“太极拳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瑰宝，也是极好的全民健身项目，在基
层普及推广太极拳，是每一个太极拳人
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曾经的专业太极拳
运动员、现在的太极拳教师，我要发挥专
业优势，加大科学指导的力度，让广大爱
好者‘会健身’的同时，也要‘健好身’。”

“和世界冠军打‘比赛’！”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评剧如虹 乡间故事万里长

周长虹指导孩子们学习评剧周长虹指导孩子们学习评剧

河北省迁安市政协委员周长虹：

本报实习生 齐原宁

““首旅精彩生活节首旅精彩生活节””开启消夏休闲开启消夏休闲
日前，“首旅精彩生活节”在北京拉开帷幕。现场活动丰富多元，不仅

有热门商品售卖，还有各类文化活动、制作体验、直播带货等，吸引了不少
市民和游客前来消夏休闲。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