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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从早上6点起，满打满算，她已
连轴转了近18个小时：安排采茶工
上山采茶、结清昨日账目、捋顺订单
发货、接待茶商茶友，几乎没有片刻
闲暇。

“今天，我们村举办中国黄金茶
之乡·非遗村茶大赛——湘西春茶
品鉴推介会，现场特别热闹。不到9
点钟，茶商、茶友便陆续登门，有时
候三五拨客人同时到。您打电话时，
我抽不出空拿手机，是一位买茶的
客人帮我接的。”马燕笑着说，只要
到了采茶季，这种忙碌都在重复上
演，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直要持
续到谷雨才结束。

“今年，黄金村的春茶从 3月
15日正式开采，恰好在惊蛰和春分
两个节气之间，物令和时令刚刚
好。”马燕说，由此做出的新茶也很
是不错，“芽头非常饱满，滋味也相
当鲜爽。”

最受欢迎的当属这里的两个当
家品种——黄金1号和黄金2号。

“我们村有7片古茶园，这两个单品
就是从那片种质资源库中选育出来
的，具有发芽早、密度高、持嫩性强
等特点。”

只见，马燕的桌上正摆着新鲜
出炉的两款春茶。其中一款颜色翠
绿、白毫满披，芽头肥硕饱满。“这就
是黄金1号，它不仅抗旱性强，生命
力也很顽强，只要有阳光雨露就能
生根发芽，在夹缝中也能生长。”

另一款色泽墨绿，条索紧结微
弯，有少许白毫，呷上一口，鲜爽饱
满，口齿间都是栗香甜香。“黄金2
号对种植环境要求较高，叶绿素也
比1号高一些。今年受倒春寒影响，
二者齐头并进，一起开采。”

许是春茶的清香，已然飘出村
外，一拨又一拨省内省外的客人慕
名而来，有的甚至直接开车导航到
了马燕的茶厂。

“他们点名要来我家喝茶，说要
来看看我和妹妹。”马燕很是诧异，
一问才得知，有的是看新闻报道而
来——2018年，马燕和妹妹制作的
保靖黄金茶捧回了保靖县最具分量

的茶王奖；有的是看她俩的抖音号、
小红书而来，已然成了半个粉丝。

不论是哪里来的茶友，马燕都
热情招待：取茶样、泡新茶、审评茶、
打包茶，一天下来，这套流程马燕不
知重复了多少遍，连消毒柜的杯子
都用光了，连着洗了三次、消毒了三
次才够用。

“他们都说我和妹妹是做茶的
黄金组合，一个静如处子，一个动如
脱兔，一个负责茶叶的生产制作，一
个负责文化推广和销售。甚至有朋
友还给我俩起了个绰号，叫黄金双
骄。”马燕笑着说。

在她的记忆中，她和妹妹一路
都是伴着黄金村的茶香长大的。

“我们村因茶而得名，是保靖黄
金茶的发源地。村里还‘住着’418
岁高龄的国宝级黄金茶树，它是我
们这里古茶树中树龄最老、树型最
大的一棵，被称为‘茶树王’。”马燕
说，在村里，“一两黄金一两茶”的招
牌格外醒目，几乎每家每户都是
茶坊。

“我们小时候，都会穿着草鞋上
山采茶。只要一放学，妈妈就会给我
们姐妹一人腰间别一个竹篓，让我

们上山去，一直采到傍晚才回来。”
马燕说，那时候年纪小，还是贪玩的
个性，心中最大的目标就是多挣几
毛钱，可以买个甜甜的冰棍吃。

“等再大一些，我们日渐懂事，
就是抢着上山采茶，总想着能多干
些，帮父母把负担减轻些。”马燕说，
如今，到了而立之年，父母做茶的接
力棒传到了她们手上，“不用再上山
采茶了，而是想办法把茶做精，把茶
卖好！”

用马燕自己的话说，“要拿这片
树叶子换成银子，才能过好我们的
小日子。”

“这句话有点俗气，但却是我们
姐妹俩的心里话。这些年来，我们不
断提升茶叶品质，在兼顾滋味、香气
的同时，也在提升外形的美观度。不
是有句话嘛，‘始于颜值、忠于品
质’，要让绿茶既好喝又好看。”马燕
笑着说，如今，她的茶园时光正向她
期盼的样子发展，一亩茶园收益能
达到4000元左右。

“一到采茶季，我们会从其他乡
镇请来采茶工。今年还是老规矩，请
来了30人。等到了清明节采收旺季
时，还会再多请些人。”马燕说，“一

听要采茶了，阿姨们来时都是兴高采
烈的。和日常种庄稼比，这个活不用
背不用抬，相对比较轻巧，一天能挣
150元，有的采茶工已经在我家干了
好几年。”

随着当地茶产业的发展，黄金村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路
越修越平整、网速越来越快，村民的
新房拔地而起。不少人家还有了小汽
车，进城回家都很方便。

“大家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
变，钱包鼓起来了，生活更有信心
了！”马燕笑着说。不少网友就在她们
的短视频下留言：生活的幸福是看得
见的！

“我们喜欢记录下做茶的生活日
常，没想到，不知不觉间还收获了一
批粉丝。日后，我们还准备做直播带
货，让更多人喝到黄金村的这抹春
意。”马燕笑着说。

结束采访时，已过了深夜12点，
马燕还要收拾收拾再回去休息。早上
6点，她还会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与
春光撞个满怀。

“采茶季时，常常要‘白+黑’地工
作，但是生活有奔头有希望有目标，再
累也是甜的！”马燕笑着说。

“生活有奔头，辛苦也是甜！”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明前忙撷取，市井售新茶。春天的
气息日渐浓厚，随着采茶季的到来，作
为全国重点产茶区和浙江茶叶产业强
区，绍兴市柯桥的春茶既牵动茶农的
心，也让茶客们备受期待。

3月20日，正值春分日，2024年
平水日铸茶开茶仪式在柯桥区大越山风
情茶园举行，平水日铸茶正式开采。

“日铸茶作为中国炒青绿茶的鼻
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宋代时就有

‘两浙之品，日铸第一’之说，被列为
贡品。”活动主办方、柯桥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1年柯桥区
将“平水日铸”确定为名茶区域公共品
牌以来，这一历史名茶得以锋芒再现。
目前，柯桥全区现有茶园面积6.9万多
亩，是“中国茶文化之乡”“中国珠茶
之乡”。

“花蕾状、板栗香、鲜爽味，是平
水日铸茶的主打特色。”浙江省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茶叶科科长俞燎远进一步从
专业角度点评道：“该茶外形绿润鲜
活，汤色嫩绿明亮，香气栗香馥郁持
久，滋味醇厚回甘，叶底嫩匀成朵。”

在俞燎远看来，近些年，在浙江省
每年的名优茶评比赛事中，平水日铸茶
都能包揽多个奖项，说明其品质不仅备
受消费者青睐，也获得众多专家的认
可。“优异的品质不仅得益于品种和技
术优势，也与柯桥区统一生产技术、统
一质量标准、统一产品包装、统一商标
使用、统一指导价格、统一品牌宣传的

‘六统一’管理模式密不可分，这样的
管理模式在全省范围内都是领先的。”

俞燎远说。
活动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消费者普

遍关心的春茶价格给出了答案：2024年
平水日铸茶的价格总体维持上年水平。其
中特级茶“鹰爪”指导价格为每公斤
10000元，一级茶“贡熙”指导价格为每
公斤2760元。

此外，“日铸”系列中的“赤堇日
铸”“若耶日铸”“三灶日铸”定位为商务
型、公务型和大众型日铸用茶。“赤堇日
铸”分为五星赤堇和赤堇，价格分别为每
公斤1500元和1000元。“若耶日铸”“三
灶日铸”的价格则分别为每公斤600元和
400元。

“开采啦！”随着现场这一声洪亮的
“开茶”声，青山绿意被轻轻唤醒，茶农
们走进茶园，采春茶、制新茶，春天的茶
香，即将从田间地头走向千家万户。

平水日铸茶 开采春意浓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一句“出发去春天”，开启了
大觉寺今年的春茶节。

来到位于京西阳台山麓的大觉
寺，这座始建于辽代的寺院是坐西
朝东的建制。从山门始，拾级而
上，登上大雄宝殿后往西侧“南玉
兰院”去，便是以“明达、智慧”
之意命名的明慧茶院了。北院正房
大门上悬雍正手书“四宜堂”匾
额，是雍正还在做雍亲王时，修建
大觉寺增建的建筑，以他自己的斋
号命名，每次到大觉寺来办公、休
息都在四宜堂。据说，四宜堂完工
后雍正还兴致勃勃地赋诗一首：

“佛殿边旁经舍存，肃瞻圣藻勒楣
轩。四宜春夏秋冬景，了识色空生
灭源。”

如今的明慧茶院正应了这句
“四宜春夏秋冬景”，无论哪个季节
来品茶，都有不同的景色和意境。

“茶客们春天来踏青赏玉兰花，夏
天来避暑纳凉，秋天观千年银杏
树，冬季在雪中围炉煮茶。”茶院
负责人张敏告诉记者，茶客中不乏
摄影爱好者，奔着大觉寺四季相宜
的景色而来，拍照之余到茶院歇脚
品茗。

“别看山里冷，但冬天越是雪
大的时候游客越多，因为拍出来的
景色好看。”张敏笑着说。

院中一棵树龄 300 多年的玉
兰，是京城现存最为古老的一株古
玉兰树，也是四宜堂春天的“主
角”。游客们每年到此时都会守着
大觉寺公众号上发布的赏花实况，
来大觉寺赏玉兰花。“天气暖和

了，茶客们更愿意坐在院中喝茶，一
边晒太阳一边赏花，是最惬意的事
了。”张敏说。

明慧茶院的春茶节到今年已是第
25届了，品春茶、观看炒茶和茶艺
表演是春茶节的传统。记者到时，正
巧赶上蒙顶甘露上新，便点了一杯尝
鲜。热水高冲而下，一棵棵茶叶嫩芽
在玻璃杯中翻滚雀跃，是绿茶冲泡时
最好看的场景。入口豆香满溢，清甜
似甘露，这杯“春天第一口鲜”果然
没让人失望。

蒙顶甘露因着采摘时间早，是每
年这里到的第一批春茶，接下来龙
井和碧螺春会陆续上市，再等到玉
兰花开，便是春茶节最热闹的时候
了。“龙井下来后，我们的炒茶活
动也就开始了。”张敏说，春茶节
上炒茶是最受欢迎的，从 3月下旬
玉兰花开一直到 5月中旬，每天都
有炒茶活动，师傅都是专门从杭州
请来的，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体
验，了解绿茶的制作工艺。在花下
品茗炒茶，虽身在京西，却一如到
了江南。

在大觉寺进行的茶艺表演，因为
带有禅茶的意境，就更是另一番赏心
悦目。茶客们在品茗的过程中，不仅
能观看禅茶表演，还能听茶艺师讲解
茶文化知识，都纷纷赞叹“此行不
虚”。

张敏告诉记者，3月 29日，大
觉寺明慧茶院将举办第25届春茶节
的开幕式，届时炒茶活动和茶艺表演
都将在茶院内进行，爱茶的朋友可千
万不能错过。

赴一场春的茶会
本报记者 李冰洁

3月的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满目青翠，茶香四溢。一排排葱郁
的茶树盘旋在山间，一个个忙碌的
茶农身影穿梭其中，勾勒出一幅幅

“上春山”的诗意画卷。
看着眼前的茶园，56 岁的

“中国制茶大师”、江苏省常州市政
协委员钱罗洪倍感欣慰，“作为手
艺人，制茶技术能被认可推广，能
帮深山的茶叶走出深山，是最让人
有成就感的事。”

钱罗洪的家乡是被称为“中国
绿茶（名茶）之乡”的常州市金坛
区，他从 16岁就开始学习种茶、
采茶、制茶，在茶田里一泡就是
40年。从一片荒山到百亩茶园，
从技术革新到优化培育，钱罗洪带
领着金坛当地茶农走出了一条茶叶
兴农、绿色致富的路子。

1992年起，在党中央、国务
院统一部署下，江苏对口支援三峡
库区。2007 年，在各方推荐下，
已经在江苏种茶制茶界崭露头角的
钱罗洪，带着他的“露源”品牌和
经验技术，第一次走进秭归深山考
察。他发现，秭归县位于三峡库区
库首，是环境绝佳的种茶好地方。
但欣喜之余，他却了解到，由于当
地栽种技术不过关、茶树品种也不
对路，加工后最好的茶叶才卖到25
元一斤，茶农们辛辛苦苦守着好山
好水种出的好茶，卖不出好价钱。

钱罗洪决定，扎根秭归，将金
坛茶农致富的思路带到这里，让秭
归的茶香飘出深山，帮助更多茶农
增收致富。当年，他就带着技术人
员一次次在金坛和秭归之间来往，
从新品引种、技术传授到采茶制茶
的全过程，他都是精心指导，倾囊
相授。

“标准的一芽一叶，不能带结
头，像这样采出来的茶叶可以做高端
名优茶。”“炒茶的不要怕烫，抖茶的
速度再快点，否则茶芽都要闷黄
了！”钱罗洪的采茶制茶技艺传承在
茶忙时节每天都在反复上演。在他的
积极推动下，当地茶场提档升级，两
年后加工出厂的茶叶就能卖到350元
至550元一斤，比原来翻了十几倍，
小茶树给村民带来了大收益。

“常州专家来了之后，我们学到
了新技术，现在每年也有上万的收
入，越来越有信心了。”秭归县茶农
梅祖新正笑意盈盈地在茶园采茶，他
所在的茅坪镇建东村450亩茶园现在
已经是国家级白茶标准示范园，也是
钱罗洪建起的第一个茶园。近些年，
梅祖新又在屈原镇铺坪村流转土地
1400亩，成立了湖北三峡九盘山茶
业有限公司。他利用海拔880-900
米的有利地形，建设黄金玉茶精品
园，与当地的屈原景区、王昭君景区
相结合，走茶旅融合之路。“点绿成
金”的故事从常州金坛走到了千里之
外的湖北秭归。

“秭归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要
把好的品种引种到秭归，把成熟的经
验技术带给茶农，解决长期稳定增收
的问题。对口帮扶，我们一定要帮到
家、帮到位。”就因为这一句“帮到
位”，钱罗洪十七年如一日，行走在
这条“千里茶道”上。

作为常州市政协委员，钱罗洪同
样持续在为乡村振兴积极建言，他
说，“下一步，我会聚焦茶叶产业与
文旅资源的深度融合开发，积极宣传
以特色茶产品为载体的茶文化，打造
绿色生产、生态观光、文化推广于一
体的文旅品牌，为绿色经济发展贡献
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一叶茶两地情
十七年不断线
通讯员 郭婷婷 本报记者 江迪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
起。惊蛰过，茶脱壳。沉睡一冬的寒碧
群山，在盈盈春风里萌甲开坼，轻舒一
寸灵芽。

清晨，杭州径山雾气缭绕的茶园
里，巡山的茶农隐没在茶树间，弓腰察
探着茶芽大小，盘算着何日开采。只等
一个电话，四面八方的采茶姑娘赶来，
群山间闹起来，一年的春茶开场了。

采茶姑娘戴着斗笠，挎一个竹篓，迤
逦散在山峰、山谷间，竹林里鸟儿喧闹，
更觉欢快。深绿的茶丛中，满是青玉小笋
般的芽儿，远看是浮于树上的一片轻云。
采茶姑娘一手扶住茶枝，另一手灵巧地翻
飞，只听得一连串的“啵啵”声，手心已
是一片青绿了。采茶如《诗经》里的“采
采芣苢”，天黑得只剩下一线光亮，姑娘
们才肯下山，一天能摘沉甸甸的两三篓。

特级径山茶的采摘标准多为一芽一
叶或一芽二叶初展。制作一公斤干茶，
需要数万个嫩芽，亦是数万次地采撷。

一念及此，上千元一斤的价格并不昂贵。辛勤的采茶姑娘舍
不得喝这杯名茶，只盼卖了好价钱贴补家用。

采茶姑娘都会唱山歌小调，如依依杨柳，柔婉动人。前
山后山相隔半里，轻快的歌声清澈动人：“小郎今年二十多
啰，一心想要上茶山哟。茶山有个大小姐啰，面如芙蓉赛牡
丹哟。”她们像活泼的刘三姐，仗着人多，调笑来运青叶子
下山的年轻小伙子。小伙子落落大方，提气唱道：“茶树生
高人生矮啰，手攀茶树喊声娘嘞”，引起一阵哄笑。

一筐筐青叶子从山上运下来，均匀铺在宽大的竹匾里。
摊青室中，花草香一阵一阵，如潮水拍岸，漫溢出来，浓得
醉人，是春天的味道。

春日的径山繁忙而简静，女人在山上采茶，她们穿梭于
茶园之间，采摘着嫩绿的茶叶。男人们则身处家中的茶室，
专注地将采摘回来的茶叶进行精心的处理，他们细致地挑选
茶叶，将其晾干、揉捻、烘焙，使之成为香气四溢、口感细
腻的茶叶。

漕雅线两旁的人家虚掩着门，院里的月季烂漫到泼出墙
外，毛笋悄然长成新竹，越过了屋檐。路旁走过，只听得揉捻
机“咯吱咯吱”扭动，演绎着一场茶的交响曲。春满径山煮新
茶，这个春天到径山体验一场茶事，坐看云卷云舒、花开花
落，在茶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拥抱春日的无限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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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师，上午10点电话采访方便吗？”3月20日，记者拨通了湖南
省保靖县黄金村茶农、黄金古茶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马燕的电话。

电话那头，却是一位男士接听。“不好意思，她现在还在忙，到时让
她给您回电。”

回拨的电话迟迟未来，但显然惦记着此事的马燕，一直在向记者实
时报备着她的日程：下午两点，她仍顾不上吃午饭，还在给茶商介绍新
茶；晚上7点，她传来一则视频，正在收新采摘下来的茶青；到了晚上9
点多，她的“战场”又从茶厂回到品鉴室，一张在席间泡茶的图显示，
她当日接待的工作还未结束……

直到晚上11点半，马燕才接通电话，她沙哑的嗓音传来：“不好意
思，我刚刚送走最后一拨茶商。”

饱满的嫩芽饱满的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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