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言献策“缙云黄茶”靓起来

缙云山清水秀，产茶历史悠久，相
传黄帝在缙云仙都鼎湖峰铸鼎炼丹。金
丹炼成后，黄帝驾金龙飞升，山上茶树
沾金丹仙气萌发出金黄色嫩芽，百姓采
其黄芽，炒干以水冲泡，汤黄叶黄，清
香不散，回味甘醇，饮者体健明目，百
病祛除。

如今，黄茶作为缙云县茶产业主推
的一个黄化茶新品种，以绿茶工艺进行
加工，是一款真正的原生态茶，具有三
黄透三绿的独有品质，即外形色泽金黄
透绿、汤色鹅黄隐绿、叶底玉黄含绿。

从品种培育到规模种植再到品牌
推出，缙云黄茶从“默默无闻”到

“前途似锦”，背后一直都有政协委员
参与助力的身影：开展“提升缙云五
彩农业产品质量”“以工业化理念、产
业链思维助推‘五彩农业’”专题协
商，提出“依托历史渊源，进一步提
升缙云黄茶品牌文化内涵”“留足产业
发展用地”“建议制定‘缙云黄茶’区
域公用品牌”等意见建议，被党委政
府新一轮乡愁富民产业扶持政策吸
收；《关于加强“缙云黄茶”品牌保护
和发展力度的建议》《关于制订缙云黄
茶的产品质量标准的建议》 等政协提
案，同样助力了 《缙云黄茶发展规
划》的出台……

“目前，全县茶园总面积 6.15 万
亩、茶叶总产量2200吨、总产值5.45
亿元。现在，缙云黄茶的品牌越来越
响，茶农不愁市场需求和销售问题，再
加上政府有力的扶持，我们很有信心，

黄茶产业会越做越好。”县农业局经济
作物管理站站长刘小亮说。

深耕茶园 小山村走出“致富路”

提到郑国杨、杨绞来、陈诗洁，大家
都笑称他们为“茶委员”。他们不仅是政
协委员，也是缙云当地的黄茶种植大户，
更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大源镇龙坑村，曾经是缙云最偏
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仅用六七年的
时间，小山村便摇身一变，成为“千亩
黄茶第一村”。这中间有省级科技特派
员的不懈努力，更有郑国杨的辛勤付
出。

作为土生土长的龙坑人，郑国杨是
村子里最先富起来的人之一。2017
年，他毅然回乡当选村支委书记，带领
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村民工
作，鼓励村民发展缙云黄茶。同时，他
本人承包村里900多亩荒山带头种植黄
茶，并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2000多平
方米的标准化中试车间，引进一条全自
动数字化扁形黄茶生产流水线，实现了

“产品洁净、产出高效、产业智能”，有
效提升了该村黄茶的产量和质量。

在他的带领下，龙坑村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种植黄茶。

村民郑子友深有感触，他说：“在
郑书记的动员带动下，我种了12亩缙
云黄茶，今年效益很好，比去年多了5
万多元收入，有18万元呢！”

目前，龙坑村种植黄茶 2000亩，
亩产2.1万元，茶农人均年增收1.2万
元，成功创建省级缙云黄茶特色农业科
技园区，黄茶产业与文化产业、旅游产

业深度融合，实现茶农增收、产业发展。
杨绞来委员同样看好黄茶。他看到了

黄茶种植的美好前景，因此在县里推广时
毫不犹豫地投下了70多万元，在舒洪镇种
植缙云黄茶20亩。“我种植的面积不算大，
但已有自己的品牌，主打精品路线，很受客
商的欢迎，现在每年店里的产品都不够卖
哩。”杨绞来笑着说。

如今的缙云县，以茶为媒实现了“两
山”的高效转化，山坡上一垄垄黄茶荡起
了袅袅茶香，产品甚至“漂洋过海”到了
德国……

2019年11月，德国皮尔纳市官员带
领市政府代表参加丽水市国际友城论坛期
间，曾在缙云的黄茶驿站品尝到缙云黄
茶，了解背后的黄帝文化，非常感兴趣，
并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经过三年不断的
对接和努力，2022年 8月左右，缙云一
家茶叶公司拿到采购订单，首批出口黄茶
产品数量 100公斤，总价值约 4万欧元
（约28万元人民币）。

三地协同 助力黄茶谱新篇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好茶。缙云县大源
镇与台州市仙居县安岭乡、温州市永嘉县
界坑乡相邻，均以黄茶产业为农业主导产
业，如何让山区群众钱袋子鼓起来，成为
大家的必答题。

为进一步壮大三地茶产业，三地政协
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跨区域协商，
邀请三地政协委员、种植户、群众代表
等，围绕品种提升、种植规范、采摘标
准、加工技术、品牌打造、茶旅融合等方
面各抒己见。

“三地将充分运用协商成果，进一步

围绕党建联建、品牌同创、经济共兴等内
容，做好茶文化引领、茶产业发展、茶科
技驱动三篇文章。”缙云县政协副主席钭
旭彬说。

在协商活动的推动下，三地协同发
力，运用协商成果，积极共建黄茶产业
带，全力推进茶业增效、茶农增收、茶乡
振兴。

大源镇适时组织开展“我在缙云有亩
茶——大源镇第二届黄茶春采节”活动，
黄茶特色农业科技园区部分茶园以1660
万元价格被茶商认领，并与浙江农林大学
签订黄茶产业人才培养校地合作框架协
议，探索推行“校地协同、振兴乡村”新
模式。

据了解，近年来，三地积极探索打造
茶产业共富联合体，大力实施绿色化、标
准化、品牌化发展战略，推动茶产业成为
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主导产业。

“黄帝茶”激活“一方山水”
——浙江省缙云县政协助力黄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楼敏 本报记者 鲍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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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兵式的旅行对体力和脑力都有很高的门槛，传
统的跟团出行需要大块的时间，于是，City walk
（城市漫步）成了很多人的新宠。

City walk，可以算是“深度游”的精修版。在城市
里漫步，以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无需过多的攻略计划，
且走且停，认真打量城市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用心感
受街巷烟火升腾的细节，草木四季流转的颜色，品尝路过
多次未进门的小店滋味，拍几张忽然发现的有趣构图的
照片。不去想有什么意义，只要自己觉得有意思，让眼睛
看过却不带走，让心灵感受而有记忆，一时欣然。

初冬的杭州上午，北山路的梧桐叶子还保持着“美拉
德”色彩，西湖的残荷梗开始在水面解构几何题。吹面而
来的风湿润而微冷。临湖的茶酒餐厅，大玻璃窗上有蒙
眬的薄雾，那是品茶人才懂的营业信号。如果还没来得
及吃早餐，点一杯红茶，要一块红丝绒蛋糕和几粒干果，
可以让今天的行走充满能量。

西湖向西，往灵隐寺方向走，会有一种入山离尘的
遁世感。路边的树木用丰富的色彩吸引你的眼睛，带茶
字的招牌一般不会太醒目，却也频繁地撞进你的手机镜
头。随意走进一家门口有石榴树的院子，里面居然是一
家“茶研所”。与传统的茶室不同，这家茶研所设置了
U型吧台，三面围坐，来这里喝茶的人，可以近距离欣
赏泡茶女孩的工作过程，随意聊天互动。

想细细体会老杭州的味道，步履可向南。背上轻便
的双肩包，避开喧闹的河坊街，拐进边上的大井巷，青
石板路对步行族特别友好。沿着幽静的步梯拾级而上，
吴山顶上热闹的大碗茶是很多退休老人天天报到的地
方，10元一碗茶，可以坐到下午。山下有一条约百米
长的大马弄，那里是杭州最传统的菜市场。喝完大碗
茶，老朋友们会相跟着去买些酱货、春卷、冬笋等年货
回家。年轻人也会光顾这里，这里亲民的菜价，让围炉
煮茶的游戏更加吸引人。

在杭州漫步，即使专门挑选有茶味的路线，也可以
有近似于无数种的选择。如果觉得小红书上那些入门或
个性的推荐不太靠谱，可以根据官方发布的路线按图索
骥。在前不久举行的纪念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列入人类非遗一周年宣传活动上，杭州首次发布了
10条“茶非遗”文旅推荐线路。

这10条线路的主题各具特色，总有一条适合你，
半条半条慢慢晃荡当然也可以。喜欢郊野的，可以来一
场“自在西湖·草木行茶”之旅：从外桐坞村到桐坞村
的樊生华大师工作室，再去杭州九曲红梅非遗工坊，骑
一趟何家村最美茶园自行车赛道，尝一尝非遗工坊的桂
花龙井。喜欢泡茶馆的，推荐去“品茗访茶香”的茶馆
之旅：从沿西湖的湖畔居茶楼到南山路的青藤茶馆，依
次打卡年轻人喜欢的“和茶馆”“茶荟LifeStyle”，最
后去西湖龙井茶文化景区、虎跑公园，到满觉陇茶舍里
歇息一下微酸的腿脚。

来一次City walk，是身心放松的幸福，在这开
始降温的冬日，有了那缕茶香，也让人勇敢起来。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来一次与茶相遇的City walk
张治毅

六堡茶，是梧州市的一张金名
片。当前，梧州市政协创新“三级联
动协商”，科教赋能六堡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是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助力成
立梧州市六堡茶研究院、广西黑茶
（六堡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
及广西六堡茶种质创新与综合利用工
程研究中心等 5个自治区级研究中
心，成功建设广西六堡茶科研人才小
高地，谋划筹建国家黑茶（六堡茶）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为产业发展
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二是助推开展科研项目，联合华
南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农业科
学院资环所等高校、科研院所，共同
研究推进“广西六堡茶‘八新双增’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六堡
茶种质资源创新与综合利用”等项目
实施，有效提升六堡茶产业科研能力
和水平。

三是不断完善六堡茶学科体系和
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六堡茶科技创新
8个，申请专利36件，开发六堡茶新产
品20个，累计发表SCI论文8篇，编著
出版《六堡茶大观》《六堡茶种质资源
图谱》等专著5部，制定六堡茶国家标
准1项，国家实物标准1件，广西地方
标准18项，团体标准22项。

与此同时，梧州市政协在人才领
域多措并举，助推六堡茶产才融合发
展。如，实施多渠道引进，创新实施“周末人才”“梧
桐英才”等计划，推行“政府特聘专家”制度；实施多
维度育才，推行全产业链人才融合培育新模式，举办茶
艺师技能大赛、制茶技艺大比拼、农民工六堡茶技能劳
动竞赛等活动以赛促培，促进“三师”人才技能提升；
实施多方位用才，构建“人才+项目”“人才+产业”协
同发展模式，帮助解决茶产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和茶企
茶商“急难愁盼”问题等。

近年来，梧州市政协还通过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
议、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相机协商等形式
多样的协商活动，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申报一批自治区
级、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转化一批科技成果。2022年
至今，全市建成3家自治区级六堡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1家广西黑茶 （六堡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新增六堡茶产业标准11项。

在政协界别联系群众机制上，梧州市政协也多有创
新。如围绕“科技助推六堡茶产业发展”主题，通过政
协委员界别工作室，邀请广西六堡茶非遗传承人石濡菲
和梧州市农科所副所长邱瑞瑾分别在梧州职业学院和梧
州学院举办了2期“委员开讲啦”活动，600多名学生
聆听讲座，拉近了界别、委员与群众的距离，学生反响
很好，取得较好效果。

（覃宏岩系梧州市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林桂志系
梧州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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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是一片火红的“海”。千余位
浙江大学茶学系校友齐聚一堂，他们身着
红色的统一庆典系服，仿佛在齐声祝福
着：“茶学系，70岁生日快乐！”

演绎最美“年龄差”

“70 年，70 届，每一届校友都来
了！”回想起近日举办的浙江大学农业与
生物技术学院茶学系建系七十周年庆典活
动，浙江大学茶学学科带头人、浙江大学
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感动不已，大家不
辞辛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接踵而来，他
们中有蹒跚而行的耄耋老人，也有朝气蓬
勃的青年学子。

“茶学系的第一届学生里，最年长的
已有93岁高龄；茶学系的第一位研究生
已经87岁，第一位博士生已满60岁；而
今年9月刚刚踏入校园的茶学系新生，才
年满 18 岁……他们共同演绎了最美的

‘年龄差’，也勾勒出校园内最温馨的欢聚
场景。”王岳飞说。

回溯历史，在1952年的春天，我国著
名园艺学家、茶学家蒋芸生在美丽的华家
池畔，创建了浙江农学院两年制的茶业专
修科，4年后的9月，其升为四年制本科专
业。

而后几经分合，经蒋芸生、庄晚芳、
刘祖生等几代人的努力，浙大茶学系招收
了国内第一位茶学研究生，成为国内第一

个茶学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重点学
科，而今已发展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茶
学专业之一……

70载春秋风雨，茶学系不仅开创了
中国茶学教育的多项先河，也见证了中国
茶产业蓬勃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70载不变的传承

在茶学系系庆邀请函的扉页上，写着
这样一句话：“怀醒狮之梦，兴茶业于华
夏，以正国饮之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茶学教
育工作者正是怀揣着这一使命——恢复和
发展祖国的茶叶事业。为此，他们将技术
培养摆在了首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们，潜心
学习茶科技知识，满脑袋琢磨的都是茶树
怎样种得好、制茶工艺如何提升得快、茶
叶品质如何做好把关等，他们毕业后，纷
纷走向我国茶叶种植、加工、评审、外贸
等岗位，成为各领域茶产业发展的奠基
人。”王岳飞说，到了20世纪 80年代，
学子们的就业天地愈发广阔，既有技术人
才、行政人员，也有致力于推动茶叶经济
的企业人士。

“如今，茶产业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为了适应这一趋势，茶学专业课程更
加丰富多元，学子的就业范畴覆盖了茶产
业的整条生产链，从一产到三产，处处都

有他们奋进的身影。”王岳飞说，研究生的
课程也更加细化，从生产端的育种、茶园管
理，到加工端的制茶、评茶、茶健康、深加
工，再到服务端的新茶饮、茶馆经营等，不
一而足。

“茶学系是应用型学科，实践是我们教
学的重中之重，为国家培养满足产业发展的
人才，是茶学系70年不变的宗旨。而随着
当前产业的发展，我们不仅加强和细化了教
学内容，也运用新条件创新了不少教学方
法。比如，我们更加重视国际化，研究生要
求100%有海外交流经历，也有很多国外留
学生来我们这里求学深造；比如通过慕课、
视频公开课等形式，让更多非浙大学生也能
够受益于我们的教学体系等。”

提到这里，王岳飞笑着补充道，庆典当
日，就有100多位曾在这里接受继续教育的
学员加入庆祝行列。“我曾告诉他们，‘进了
浙大门，就是浙大人’，哪怕只学过一期两
期也都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发自内心的归属
感，也让这个大家庭倍加温暖。”王岳飞说。

茶人风骨代代传

作为此次系庆活动的主持者，王岳飞已
忙碌了数月之久：带领系内师生查阅历史资
料，走访各届师生，拍摄访谈视频，聆听老
先生们的校园往事……

无数个温馨的瞬间在镜头前记录，那流
淌在茶学系师生血脉中的茶人风骨，也在这

些动人的讲述中，变得愈发鲜活。
“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师

生，曾经历了浙大茶学系最为艰难的时刻。
当时，整个系搬到了距离现在校区几十公里
远的余杭径山潘板桥，开展了十余年的‘劳
动建系’。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同学们在
潘板基地给屋顶盖瓦的身影，同学们和工人
一道夯实地基、老师与同学们一道挖地、一
起迁移茶树……但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他们
依然坚持教学和科研，直至1979年才重新
迁回华家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后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潘板精神’。”王岳飞动情地
说，“茶学系，正是有这一代代人的奋斗和
无私奉献，才得以走到今天！”

在王岳飞看来，这次系庆的目的，并非
为了一个庆典，而是希望能延续这种精神，
促进茶学系更好地发展。

“有90多岁的老先生给我们提了很好的
建议，也有不少系友提出，希望浙大茶学系
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
更加努力。为此，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出资
出力，86岁的系友姚国坤老先生，更是将
家中近4000本茶书全部捐献给了茶学系，
系友们还筹集了上千万元的赞助，设立了茶
学发展基金，旨在为中国的茶学、茶产业培
养出更好的人才。”王岳飞说。

或许正如浙大茶学系70周年纪念歌曲
《一叶之舟》唱的那样：“一叶之舟，万中争
流，无数梦想照亮四海五洲……七十载风
雨，七十个春秋，山川异域共维舟……”

浙江大学茶学系：

春华秋实七十载 桃李芬芳薪火传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我家目前种植70多亩的黄茶，根据客户订货电话来看，明年的价格还能再涨，这真是我们增收致富的‘金叶子’！”浙江省缙云县东渡镇方川
村的茶农邹丽平笑着介绍，即使在采访期间，邹丽平的电话也是响个不停，又陆续收到几位客户的远程“下单”。

黄茶，是缙云县“五彩农业”之一，也是缙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缙云县政协积极关注“缙云黄茶”，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和政协委员自身专业优势，强化区域特色，提升科技含量，加强品牌引领，积极助力黄茶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