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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时节，万物复苏。位于浙江母亲河——钱塘
江源头开化县的12.5万亩茶园里生机涌动、新芽待
发，举目远眺，满山翠绿尽收眼底。趁着雨停间歇，茶
农们积极做好茶园春季管护，为龙年春节后即将到来
的龙顶春茶采摘做好准备。

池淮镇是开化的茶叶大镇，采茶是当地茶农的重
要收入来源之一。每年春季采茶高峰，全镇茶农纷纷
腰系竹篓、进园采茶，满山忙碌的身影成为春风中最亮
眼的风景线。一位茶农告诉记者，“春茶采摘季一般会
持续3个月左右，每天收入都在100元以上，在家门口
就业很方便。”

届时随着龙顶茶上市，开化县还将趁热推出品茶
香、游茶园、住茶乡、购茶叶等茶文旅活动，“龙年行大
运，龙顶茗飘香。沏一壶龙顶，邀两三好友，喝上第一
口春天的味道，用舌尖唤醒春意。”茶农们期盼龙年龙
顶这一片“绿叶子”开启万家红运。

一盏清茶话古今

地处北纬30度中国绿茶“金三角”核心区的开化，
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以产茶闻名。目前
有文字记载的龙顶茶史，最早可追溯到晚唐，兴于明
清。据《开化县志》记载，开化龙顶在明崇祯四年（公元
1631年）被列为贡品，“茶出金村者，品不在天池下”

“土贡芽茶四斤”。
人们或许好奇，为何县志上记载的是芽茶，而现今

的称呼是龙顶？原来，相传在元朝末年，朱元璋带兵来
到开化齐溪大龙山，喝了老茶农泡的龙顶潭边产的茶
后，备感精神振奋，便给此茶赐名龙顶。

而龙顶成为贡品，还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品质和制
作工艺。开化龙顶茶需要手工采摘，且采摘标准较高，
以单芽或一芽一叶为主。鲜叶按要求分级采摘，先发
先采，后发后采，再历经摊青、杀青、轻揉、初理、复理、
提香、焙干等七道工艺才能制成，龙顶茶炒制技艺也在
2009年被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制后的
茶叶外形紧直挺秀，内质香高味醇，滋味鲜醇甘爽，汤
色杏绿清澈，叶底匀齐成朵，具有“干茶色绿、汤水清
绿、叶底鲜绿”的“三绿”特征。

通常50克开化龙顶新茶会有数千个芽头。茶叶
冲泡后，灵芽秀叶逐渐舒展，犹如伴着音乐起舞的芭蕾
演员，更绝妙的是杯中颗颗芽尖竖立，悬停在水中，好
似一片海底森林。

千百年来，不少文人墨客、能人志士也与开化龙顶
结下了千丝万缕的缘分。这些故事的传承弘扬，也成
了开化茶人心中的牵挂。2022年，开化县政协牵头成
立茶文化研究会，吸收一批县内的茶学、茶文化、茶企
业等领域的爱茶人士为会员，组织开展调研活动，挖掘

和整理茶史茶俗、茶诗茶文、茶业茶人等资料，形成相
关调研报告及《茶埠》《老天赏茶》等书籍，扩大开化茶
文化影响力。

各界协同谋划新赛道

作为全县的“第一产业”，近年来，开化将茶产业列
入县域发展五大新跑道之一，围绕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三茶统筹”，通过精准化扶持、品牌化培育、数字
化赋能等核心工作抓手，加快探索茶产业与一、二、三
产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悉心培育出一个强村
富民的支柱产业。

“以前扶持也不少，现在更精准、更集中。”在开化
从事茶叶经营30多年的开化石板桥茶厂负责人项彩
进说。

2022年8月，开化县委十五届三次全体会议制定
出台了《开化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2023
年，开化进一步加大了对龙顶茶的扶持力度，围绕茶产
业、茶科技、茶文化等3个方面统筹千万资金，发布“百
万培育龙顶专有良种”“百万茶学资金培育人才”“百万
聘请首席专家团队”等6个百万行动，谋划“新赛道”。

开化县政协委员、浙江益龙芳茶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余华军也不遗余力地发挥作用，推动大众茶向名优
茶转变，在种植端，其茶园取得有机茶认证；在生产端，
积极改造标准化茶厂；在宣传端，组织编撰《龙顶秘笈》
《龙顶传奇》，并在筹建开化龙顶茶文化园……

在开化，见证着茶产业蓬勃发展的不在少数，也有
更多像余华军这样的茶人，在践行着“用心做好茶”的
发展理念。目前，开化直接从事茶叶生产经营的农户
有2.56万户，从业人员7万，带动茶农年均增收3000
余元。开化还先后产生了全国制茶冠军李群勇、石春
生，“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汪洋等。在一代代茶人
的努力下，开化龙顶香飘四海，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委员助力龙顶新气象

连续举办中国·开化龙顶茶文化节、全民饮茶日等
各类茶事，发动茶企、茶商积极参与“百万奖励征集包
装设计”“百万稿酬编撰龙顶丛书”等各项活动，随着茶
文旅融合活动陆续推出，开化龙顶在全国频频出圈，每
年吸引游客10万余人次，开化龙顶茶迎来更多人的关
注和青睐。

为了进一步提升开化龙顶茶品牌价值，开化县政
协发挥协商优势和茶文化研究会作用，通过多种形式
开展“路口问茶”“未来茶社区”等主题协商，“深化

‘365共富协作’加快茶产业共富发展”等跨区域协商，
形成了打造茶旅一体化发展格局。

如今，开化茶园变景区、茶厂成景点、茶楼靓景观，
开化龙顶已经成为具有辨识度、富有成长性的优势主
导产业，是“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山区共同富裕生
动实践的支柱型产业。2023年，全县茶叶产值17.08
亿元，在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开化龙顶
品牌价值达33.5亿元。

为了让小小的茶叶插上数字化的翅膀，从事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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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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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茶融创”委员工作室牵头人，开
化县政协委员汪洋将与其他委员齐力推动御玺未来茶
乡村建设。

目前，未来茶乡村会客厅、茶融创空间已结顶，力
争2024年投入使用；与村集体合作新发展的500亩生
态有机茶园，也是一片生机盎然。2024年，汪洋写下
满满计划：新建茶研学住宿楼、茶香跑道、移民茶宿等
一系列新业态，培训茶艺师500名，全力打造集全国
AAAA级景区、国家级研学基地为一体的国家公园未
来茶乡村……

开化县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开化已启
动“千万资金振兴龙顶”行动，2024年将更大力度推进龙
顶振兴，建设龙顶共富全产业链项目，茶产业全行业产值
突破33亿元。“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振兴龙顶，让我们信心
倍增，看到了发展的希望。”茶农们相信，开化龙顶必将

“新年新气象”，开启新一年的发力，迎来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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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龙年春节，团圆的心思似乎
来得更为强烈。小年夜，笔者给父母
接通微信视频，家里的父母已早早吃
过晚饭，火塘里煮茶的铁炊壶咕噜咕
噜地唱着歌，父母又问起了那句话：

“今年过年回来吗？”
哪能不回去呢，女儿已经上大学

了，时常说起，因为疫情和学业繁重，
她已经三年没回老家看过爷爷奶奶，
都快忘了他们长什么样。还有老家那
条一身黄毛却叫“小黑”的土狗。

利用网购和下班路上逛超市，这
几天时间，我把给亲戚邻居拜年的礼
物塞满越野车的后备箱。大年二十八
这天上午，妻子为我用保温杯泡了一
杯提神的绿茶，里面还放了几颗红艳
艳的枸杞和红枣，这是她专为我自创
的开车专用茶。一家人齐齐整整，出
发。

回家，虽然路上有风雪。高速路
上赶路的车子已经不多了，连上蓝
牙，随意听着手机里的歌曲，周杰伦
用他独特的嗓音哼唱“爷爷泡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这应景的安
排，不知是大数据的功劳，还是中国
人的心有灵犀。

女儿忽然提醒我：“爸爸，下一
个服务区进一下，不用停车。”这是
什么操作？原来，她在手机上点好了
一杯奶茶，服务员已经站在路边，对
上取餐的“暗号”之后，就把奶茶递
上了车，一点也没耽误我们赶路。

不知是离家越来越近的兴奋，还
是妻子那杯提神茶的作用，三个多小
时的车程一晃就过去了。下高速后，
还要开一个小时的乡村道路才能到
家。乡村路也是水泥路面，车速虽慢，
并不颠簸。只是最后的盘山路上，随
着山势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天空
飘着的雨加雪也变大，路面开始结冰，
看着仪表盘上亮起的防滑警示灯，从
未开过冰雪路面的我不由得心里发
紧。整条山路上只有我这一辆车在缓
缓爬坡前行，妻子和女儿都下车在后
面推车助力，走了一段之后，轮胎开
始打滑，我不敢再往前开了。

这里距山顶还有三百米左右的距
离，过了山顶就能看到老家的炊烟。
我不甘心地四处张望，见不远处有一
户山里人家，连忙跑过去求助。男主
人似乎也刚从外地回家，听了我的情
况，马上摸出手机给邻居打电话，女

主人让我坐下喝口热茶暖和一下，我
哪有喝茶的心思，道谢之后先回车上
等了。不一会儿，四位中年山民扛着
铁锹来到我的车前，开始清理车辙印
上的冰雪，我沿着他们清理出的区域
把车慢慢往前开。

经过半小时的努力，车子开上了
山顶，下坡的路向南背风，车子恢复
了自由。老乡们停手往回走，我追上
他们，拿出一百块钱请他们买烟抽，
他们说什么也不要。

我回到车上，妻子递给我茶杯，
我惊讶杯中的茶水浓热而满，妻子笑
着说是刚才去山民家要的开水，开门
的大嫂还热情地把茶叶也换新了。

车外风寒，心里温暖。远
处，家已在望。我知道，父
母一定已经煮好了一壶热
气腾腾的茶，正倚在
门口张望。

（作者系杭
州市政协经济
委 员 会 副
主任）

暖茶相伴团圆路
张治毅

在中国万千茶叶库里，茶名蕴藏
“龙”字的不在少数，产“龙”茶的
地区也不胜枚举。甲辰龙年来临之
际，不妨盘点一下这些“龙”茶，看
看你喝过几款？

西湖龙井
西湖龙井指产于西湖龙井茶产

区，是具有“色绿、香郁、味醇、形
美”品质特征的扁形绿茶。相传，清
乾隆游览杭州西湖时盛赞西湖龙井
茶，把狮峰山下胡公庙前的十八棵茶
树封为“御茶”。

大佛龙井
大佛龙井产于浙江省新昌县。

1998年，第一个龙井茶标准《“大
佛龙井”浙江省地方标准》 实施，

“大佛龙井”由此诞生。大佛龙井茶
有两款基本定型、不同风格的茶品，
按新昌土话分绿版、黄版，区别在于
成品茶的外形色泽和香气。

雪龙茶
雪龙茶，又被称为承天雪龙茶，

原名银剑，产于温州市泰顺县。雪龙
茶外形条索扁平，挺削如剑，色泽嫩
绿、白毫披身；香气芬芳，滋味浓
鲜，汤色杏黄明亮，叶底色绿，芽壮
肉质，叶形初展单一，芳香浓郁、持
久，状似雪龙，1985年在泰顺承天
氡泉召开的泰顺名茶品评会上，被命
名为“承天雪龙”。

北苑龙凤团茶
北苑龙凤团茶是饼状茶团，属

蒸青片茶类，也被称为“龙凤茶”

“北苑贡茶”等。一直以来，该茶
都是作为“贡茶”中的上品，专供
皇家享用。龙凤团茶又分为大龙
团、大凤团和小龙团、小凤团等四
种，大团八饼重一斤，小团二十饼
重一斤。

九龙茶
九龙茶产于江西安远县的九龙山

上，清朝雍正五年被立为贡品，为传
统的地方名茶。古代的“赣南采茶
戏”以及现代的“茶童歌”和电影
《茶童戏主》，都是以九龙茶为背景编
制而成的。

云龙绿茶
云龙绿茶产自云南大理云龙县。

1987年，云龙县在宝丰、旧州等地
进行茶树规模化栽培，云龙绿茶和天
池碧绿茶脱颖而出，打造了云龙优质
绿茶名片。该茶汤色和叶底黄绿明
亮，芽叶嫩匀完整，形状为螺形和条
形，滋味浓醇鲜爽，熟板栗香浓郁，
已被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

叙府龙芽
叙府龙芽，产自四川宜宾市翠屏

区，采用高山无公害茶园之优质独
芽，经特殊工艺精心制作而成。该茶
有外形色泽翠绿，香气高雅持久，汤
色淡绿清澈，滋味鲜醇回甘，叶底嫩
绿明亮等品质特征，春茶采制期可从
2月中旬延至5月上中旬。

龙谷丽人茶
产于浙江省遂昌县。该茶条形浑

直似眉，色泽翠绿显毫，香气清幽持
久，汤色嫩绿清澈，滋味甘醇爽口，
叶底细嫩明亮，因其冲泡杯中，嫩芽
直竖，亭亭玉立，似丽人起舞，故名

“龙谷丽人”。
龙须茶
龙须茶属乌龙茶类，主产于福建

省崇安和建瓯两县，因制作时采用五
彩线捆扎成束状称“束茶”，又因产
自八角亭，民间大都称其为“八角亭
龙须茶”。该茶外形壮直，形似“龙
须”，色泽墨绿，滋味醇厚，汤色橙
黄，耐冲泡。

九曲乌龙
九曲乌龙又称“九曲红梅”，简

称“九曲红”，是一种传统的红茶。
这种茶起源于福建省武夷山，由当地
农民带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山一
带种植并得名。九曲乌龙采摘是否适
期，关系到茶叶的品质，以谷雨前后
为优，清明前后开园，品质反居其
下。因其色红香清如红梅，故称九曲
红梅，滋味甜醇、暖胃。

冻顶乌龙
冻顶乌龙主要是以青心乌龙为原

料制成的半发酵茶，原产地为台湾鹿
谷乡凤凰村、永隆村、彰雅村（冻顶
巷），茶区海拔约600-1000米。冻
顶乌龙茶汤清爽怡人，汤色蜜绿带金
黄，茶香清新典雅，喉韵回甘浓郁且
持久。

龙年喝“龙茶”，除了以上这几
款茶，你还听说过哪些？

龙年“龙”茶 有滋有味
伍咏言

春节前夕，正值蒙顶甘露春茶上
市之际。2月4日，四川雅安名山区，
一场别开生面的“品鉴会”在跃华茶庄
园举办，16家本土茶企同台竞技，拿
出“看家”好茶，供现场茶专家、学者品
鉴、评选。新一年蒙顶山茶品牌推广
的序幕也由此正式拉开。

这场活动由名山区政协主办。除
了主办方以及雅安市、名山区各相关
单位负责同志，数十位四川省茶界专
家学者、制茶大师、非遗制作技艺传
承人、部分区政协委员、“蒙顶甘
露”生产企业代表共襄盛会，共叙茶
缘、共论茶道、共谋发展。

“看这款茶，条索分明，颜色光
泽都非常好，在制作工艺上我们实现
了新的突破……”

“闻闻我们这款茶，香气多么浓
郁，在营销上我们会主打这个香气
……”

现场，茶企负责人你上台我登
场，纷纷为自己的茶“打call”；专
家们也细细看、深深嗅、慢慢品，品
鉴、评审毫不含糊。大家深知，此次
活动办得好，会为今春蒙顶甘露的生
产打出样板、做好示范。

经现场评审，理真茶业、蒙顶皇
茶茶业等4家企业选送样品获专家组

大会推荐。
“蒙顶甘露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卷

曲形绿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全
国茶叶著名品牌。在名山，95%的农
户以茶业为主业，做好蒙顶甘露春茶
推广活动意义重大。”名山区政协主
席倪林说，牵头举办“蒙顶山茶品牌
推广·蒙顶甘露品鉴会”，是区政协

“同心共建现代化名山”专项行动
2024年重点工作之一。

不仅茶企竞技、茶人比拼，在活动
中，受邀前来的专家学者们认真分析
了蒙顶甘露的品质特点和比较优势，
对传承弘扬人类非遗制作技艺、实现
蒙顶甘露的标准化生产和推广“蒙顶
山茶”品牌、拓展市场营销渠道进行深
入探讨，为持续擦亮“蒙顶山茶”金字
招牌和在川茶振兴进程中贡献名山力
量支招献策。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名誉
会长、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云，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四川省茶
业行业协会会长覃中显，成都信息工
程大学教授陈晖，四川农业大学副教
授陈盛相等业内人士分别就蒙顶甘露
的发展战略、市场营销、生产加工等主
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们对名山茶产
业发展的思考，以及提出的意见建议，
有的与当地茶人不谋而合；有的现场

就开展了深入探讨。
一边是茶香漫漫，一边是

诚意满满。这场茶品鉴会，不仅
泡出好茶，更开出希望之花，结出丰
收的硕果。

作为名山区茶产业推进小组组
长，倪林也表示，要尽快组织相关部
门制定出台“蒙顶山茶”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目标定位和措施抓手，推
动茶业大区向茶业强区转变；要加大
龙头茶企的培育力度，推进茶企管
理、产品体系、产销渠道全面升级，
不断提升茶企综合竞争力；要强化科
技赋能，鼓励茶企加大科技投入，研
发茶叶新产品，加速茶多酚、茶多糖
等茶叶功能成分的生产应用，延长产
业链条；要办好“蒙顶山国际茶文化
旅游节”和“故宫贡茶回蒙顶山”等
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要实施“蒙顶山茶出川行
动”，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

倪林说，希望此次活动中参会的
区政协委员、茶企代表和茶界专家学
者继续增强擦亮“蒙顶山茶”金字招
牌的使命感，吹响名山茶业发展的集
结号，凝心聚力推动茶业高质量发
展，共迎“蒙顶山茶”发展的新春
天。

四川雅安名山：

以一场“品鉴会”迎接春茶
本报记者 李寅峰 通讯员 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