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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茶

业视点茶

舍小筑雅

刚刚结束的陕西省两会，
作为来自澳门的委员，受疫情
所限，我是以云上参会的方式
履 职 的 。 虽 然 只 是 在 “ 云
上”，但是我格外认真地对待
今年的两会。每一份报告都认
真学习，每一个信息都认真对
待。特别是对省政协主席韩勇
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面对疫情对世界和人类造成的
威胁和影响，许多政协委员踊
跃投身抗疫斗争、主动担当作
为等内容，我真的是感慨良多。
我们携手共同抗疫，自觉凝聚
共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政协
委员的责任担当。作为政协大
家庭的一员，我非常荣耀。

今年的省两会开在多地疫
情出现反复之时，疫情的困扰
还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未来一段时间，防疫工作也需
常态化。我事茶多年，我想我
最好的履职工作，就是首要要
做好茶。因为茶是健康的，在
数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为人类
的健康作出过重要贡献，在疫
情肆虐的当下，茶所代表的健
康理念，更应该得到重视和推
广。

“健康”二字，也始终是
我作为茶人的从业准则。不仅
是推动大众健康喝茶，也是为
了产业健康发展。

我 注 意 到 ， 自 2017 年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
创新专项规划》出台后，我国
大健康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作
为世界三大无酒精含量的健康
饮品之一的茶，也得到了新的
发展良机。如何让中国茶为中
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充分发挥作
用，让茶产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让茶深入到更广大消费者
的日常生活中，并更加满足多
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以
走向国际化，辅助提高我国乃
至世界人民的体质和生活质
量，这些都是长久以来引我前
行的导航标。

我深信，做好茶，就是致
力于给更多的人带来健康，致
力于中国茶产业的复兴，也致
力于推动中国茶的市场化和国
际化。疫情之下，我想这也是
在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喊
口号上，在茶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还应抓住事物的本质。比
如，要客观认识茶辅助提高人
类体质、提升生活质量的作
用，也要认识到茶在人类交
往、提升人类精神文明中的作
用，这些，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已经有了很好的例证。同时，
中国茶类众多，不同茶类有各
自的功效以及特性，都应该本
着实用性和有效性的角度来客
观表达，客观宣传，避免浪费
资源。

我事茶以普洱茶为主，这
些年，在这一领域潜心深耕。
2017 年，我编撰了 《普洱春
秋》书籍，在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概述普洱茶的历史性、文物
性、品饮性及功效性，旨在传
播普洱茶知识，坚持“茶是用
来喝的”，“喝老茶、藏新茶”
等健康品饮理念，坚持“做好
普洱茶”才是科学发展观。
2019 年，我在北京中国政协
文史馆举办“普洱春秋——普
洱老茶系列暨茶诗书法展”，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 70周年和澳门回归
祖国20周年。

很荣幸，在事茶之旅中，
我推广健康的理念得到政协组
织的大力支持，2019 年的展
览，陕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
事委员会担任主办方，这给了
我极大的鼓励。遗憾的是，由
于疫情原因，本准备推动的巡
展，在北京首展后暂时停滞。
我期待疫情后，尽快推动下一
场的展览。特别是，我期待在
我的第二故乡陕西举办展览。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源头，在
丝绸之路上，茶叶是重要的商
品，我期待普洱茶产业在“一
带一路”上走得更远。

正如省两会期间，委员们
都在感慨的那样，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各行各业都太不容
易了。但困难之下，我们唯有
积极应对，才能绝处逢生。这
一年，我带领团队在澳门创立

“中国 （澳门） 普洱茶健康协
会”，冀望以此推广和发展普
洱茶健康产业，加强澳门与祖
国内地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普洱
茶健康产业的交流，增进各地
普洱茶爱好者及从业者的合作
与互动，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化
发展。再者，澳门作为中国与
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我希望以此为窗口，将普洱茶
产业推向世界。也希望帮助陕
西茯茶通过澳门的窗口向世界
宣传和推广，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提升中国多样茶类的国际
影响力。

目前，作为澳门同胞，我
正在推动企业和协会入驻珠海
横琴中医药产业园，预设立

“中国普洱茶研究中心”以及
电商销售公司。定位为对中国
普洱茶健康成份的研究，量化
其保健功效，希望结合中医药
的养生手段，配制新型的普洱
茶，兼具保健养生、创新以及
便捷性，把“健康”课题尽早
提上日程。以“大健康”的科
学理念，实现产业链的快速、
可持续发展，推动国际化市
场，将中国普洱茶产业进一步
提升，并传播到世界。

以茶履职 健康为则
陕西省政协委员 陈文吨

本报讯 （记者 王惠兵
通讯员 孙红英）近日，作为
2020年首届海丝国际茶文化
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由福建省
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办的
《中国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2020（茶业蓝皮书）》《福建
省茶产业发展报告2020》 新
书发布会暨海内外茶文化交流
沙龙在福州举办。

近年来，福建全力推进与
“海丝”沿线国家的茶文化交
流，先后赴南非、菲律宾、马来
西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开展茶道文化展演，赴14个国

家和地区组织开展“闽茶海丝
行”活动，设立了12个闽茶文
化推广中心和1个闽茶文化展
示中心。与会人员认为，在此基
础上推出的两份报告，其内容
发布兼具理论和实用价值，是
对茶领域发展的有益探索。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许维泽
在会上致辞表示，报告以学术
的视野，客观全面地梳理了近
年来全国及福建省茶产业发展
状况，对茶产业整体发展、产
业理论及最新热点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提出专业见解，具
有较高的行业发展参考价值。

“茶业蓝皮书”发布会暨
海内外茶文化交流沙龙在福州举办

位于重庆市黄角坪 4号的交通茶
馆，隐匿在道路旁画满涂鸦的居民楼底
商，和周围大大小小的商铺并列着。若
不是慕名而来，也许就会直接略过这块
不起眼的黑底黄字的牌匾。跨过门槛，
穿过一条七八米的狭窄阴暗的小道，带
有斑驳痕迹的水泥地面、褪掉了油漆的
四方桌和长凳便映入眼帘，我仿佛也随
之穿越到了上个世纪。

摆放紧密的桌椅、三五成群的茶
客，使得茶馆显得有些拥挤和嘈杂。桌
上的老旧收音机发出了呲呲杂音，棋子
与棋盘碰撞出清脆的响声，头顶上老
式吊扇一圈圈吱呀转动着，阳光透过
透明的瓦片和房顶的木梁侧漏进来，
洒在木制象棋上、洒在长牌上、洒在
人们的脸上……这些声音和画面和谐
交织，构成了市井岁月的缩影。

没有迎宾导引，望眼一看也没有空
闲的座位，我们便先沿着过道参观了起
来。在茶馆角落的水池边，除了堆满了
一箱的盖碗和几只正烧着水的长嘴水

壶，还有一个半米高的大水缸。水缸的
表面有些破旧，走近后敲击它，听到了
水声荡漾的回音。

就在几个人七嘴八舌讨论着这个大
缸的用处时，旁边桌子传来了一句浓浓
的川渝话：“这是用来泡茶的水。泡茶
的水可讲究咧，必须前一晚接在缸里澄
清一宿，这样水才更清更甜。”说话的
是一位穿着白褂、戴着眼镜、胡须花白
的老人，他一手端着茶杯嘬茶，一手挥
着蒲扇回应着我们。在交谈中，我们得
知老人是茶馆的常客，这些年即便搬了
家也会每天按时来茶馆报到，喝上一杯
温茶和朋友们唠上几句家长里短、坊间

旧事，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老人说，茶馆建了33年了，10多年

前由于租金问题险些转让，是附近川美的
陈教授自愿掏租金保住了它，之后还投资
了20来万元维系经营，只要求保留里面一
砖一瓦的原始模样。这10多年柴米油盐都
不知道翻了几倍，只有这茶钱一如既往。陈
教授说，几块钱一杯的茶不一定是好茶，但
是足以供这里的老人们消磨时光。

“别人不懂他，觉得他的钱有去无
回，只有我们明白他。他想守住独属我们
的记忆。”说到这，老人叹了口气，指着
远处一个摆满了茶杯茶罐的破旧柜子说，
那些都是常客的，谁什么时候会到、谁用

什么杯子、谁的杯子放在哪儿，这几十年
老板都刻心里了。有的杯子几天没动过，
有的杯子几年没动过，我们知道人可能就
再也不来了。说到这里，老人嘬了口茶，
沉默下去。

望向店中，看着专注于打牌下棋或围
在他们身旁“指点江山”的老茶客们，那
些穿着亮丽端茶细品的游客们，每一个存
在都让我品到了岁月中若隐若现的茶香。
与其说是茶客见证了交通茶馆的变迁，不
如说是茶馆见证着时光的流逝。

走出茶馆，街上依旧车水马龙。扭头
回看，落日的余晖洒在陈旧的瓦片上，将
隐于市中的交通茶馆照亮几分。

一壶温茶留住岁月
吴可莹

“7 号馆是茶叶茶具馆，囤年
货，购茶礼，四川的川红不要错过。”

“新年就要喝滇红，喝完才能一
‘泡’而红。”

听到这样的叫卖声，您一定以
为是到了哪里的年货大集。但事实
上，这是一场线上新春年货节的直
播活动。1月23日，第25届四川新
春年货购物节暨天府旅游美食节线
上展拉开帷幕，各色茶香搭乘互联
网的翅膀，一瞬间，飘到全国各地。

2021年初始，为响应国家开展
“全国网上年货节”的号召，西安、
天津等茶叶销区积极引入各地优
质茗茶、充实年货节商品，四川作
为最古老的茶产区，更是如火如荼
地开展线上年货节，直销当地好
茶。这不仅为商家提供了销售的好
时机，还为居家消费者们购置年货
提供便利条件。

“点进四川新春年货节小程序，
进入茶叶茶具馆内，里面共有70多
家展铺供您挑选。”四川年货节每日
好物推荐的直播中，带货主播热情

地介绍四川各色名茶，并穿插讲解
微信小程序上的购买方式。

这也是线上年货节吸引人的一
个亮点——顾客不仅可以自主挑选
茶品，还可以与带货主播互动。主播
会根据顾客需求进行精准推送，“有
没有花毛峰啊，我就爱喝这种绿
茶。”“有的，您点击我们微信小程序
上，进入7号馆茶叶茶具馆页面进
行搜索即可。”网名为“茉莉花”的网
友通过发弹幕的方式询问。

“春节期间大家爱喝茉莉花茶，
喝起来口感柔和、不苦不涩，正好解
春节饭菜的油腻。不光四川本地过
春节喜欢送茶叶礼盒，我们每年发
往北京等地的茶礼盒也很多。”四川
蒙顶山跃华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波介绍，“本次线上年货节，我
们共准备了35类产品，雨前石花绿
茶、明前绿茶、明前甘露、绿毛峰谷
雨绿茶等，这些线上产品是往年所
没有的，赶着年前供给全国消费者，
带给他们四川的清新，以解思乡、思
茶之愁。”

“线上卖年货，确实方便不少。
平时我们得守在摊位前好几天，现
在直播平台会帮我们宣传，我们只
负责准备货源和发送快递。”张波介
绍，“我们已经参加10多届年货节
了，以茶待客，以茶交友，一直以来
是中国各地的传统习俗，因此在春
节期间，各类茶品的销量都很大。截
至展会第二天，我们已卖出 1195
单，今年的销售额值得期待。”

“新春送茶，有着送健康的寓
意。今年不能陪在父母身边，想着给
他们买点茶，带去我的祝福。”谈起
送茶礼，在南京就地过年的夏夏介
绍起最近一次网购经历。“我平时
不爱喝茶，网上购置茶产品经常不
知道如何挑选，现在电商都有主播
带货推荐，并普及茶叶知识，实在
是方便不少，以后还愿意从线上买
年货。”

新春线上办年货，购茶带来新
体验。年关将近，购置一份年货茶，
将这一缕茶香带给远方思念的人，
是每个在外过年打工人的心愿。

新春办年货 线上茶亦香
——四川新春年货节寻茶小记

本报实习记者 尚琳琳

“所有女生注意喽，好的产
地、优质的龙井茶，15号宝贝上
链接了！”

“好，没有了！补第二批货！”
1月 25日晚，在某电商平台

的直播间内，主播李佳琦的话音刚
落，卢正浩年货茶叶礼盒装便被

“秒杀”一空。
彼时，这款产品的样品刚被冲

泡进玻璃杯内，鲜嫩的芽叶微微舒
展，茶汤还冒着热气。

“说实话，大家购买年货的热
情和购买力，都超出了我的预
期。”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总经
理胡璧如，当时正紧盯后台数据。

“产品1次上架为5000件，由
于供不应求，我们上架了3次。20
分钟内，销量突破了1万单！”胡
璧如笑着说。

这样的数字，离不开她的
“老朋友”。“这已是我们和李佳琦
团队的第 6 次合作。最初的接
洽，始于2019年。我们在选品理
念上很合拍，在中秋主题、非遗
主题合作上，成绩都很不错。这
次年货主题再度联手，又是一次
全新体验。”

胡璧如坦言，线上买年货成为
流行模式，各电商平台在春节赛道
全力奔跑，头部主播的直播间产品
席位，也是一票难求。

“中间历经多番沟通和改期，
终于赶在电商平台年货节活动的
最后一天亮相。能有这个排期，
已实属不易。”胡璧如说。年货准
备甚至也是个力气活儿，她和员
工们为此进行了一场“白＋黑”
的时间战。

“当前，西湖龙井产品面临转
型升级，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体现
在包装上：更便捷、更轻盈、更有
特色。像此次年货力推的这款产品
包装，不再是常见的一大罐或一大
包，而是一个绿色茶罐式的独立包
装。每3g一包，做成食品级铝箔
袋，再用充氮技术进行保鲜，既能
将鲜茶的色香味牢牢锁住，又方便
携带冲饮。”胡璧如说，而相应
地，他们的工作也比以往更为繁
复。为了准备近1.5万件的年货现
货，他们加班加点，生产出了共计
四五十万袋的产品。

而相较于年货市场上屡见不鲜
的红色和黄色包装，此次的年货推

品，胡璧如的用色也颇为大胆——
明晃晃的绿色。

“这是西湖龙井的颜色，我们
称之为‘西湖绿’。正如众所周知
的品牌蒂芙尼蓝一样，我们也想让
其成为消费者心中具有标识性的颜
色，打破人们对年货固有标签认知
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加深消费者对
西湖龙井品牌的认识和了解。当
然，这样的选色可能会顶着主流年
货市场的压力，但也同样能让人们
眼前一亮。在众多选品中脱颖而
出。从目前的销量来看，这次试水
很有价值。”

在春节备年货的当下，胡璧如
所签的 5 位主播也是加足火力。

“他们每天坚持在天猫、京东、抖
音等不同平台上进行直播，分别播
4个小时和8个小时。多亮相、多
尝试，时间总会给我们答案。”胡
璧如说。

年茶福礼，是一个喜庆的传统
习俗，也是摆在茶企面前的一道开
放题。如何在激烈竞争的赛道中突
出重围，在同样的主题内玩出新
意，胡璧如或许是众多锐意尝鲜者
中的一个缩影。

“冲”出年货赛道货赛道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每年回美国过年时，
美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曾文的行李总是满满当
当。无一例外地，占地方
最大、数量最多的年货，
当 属 他 精 心 挑 选 的 中 国
茶。于他而言，茶是回美
过年时的标配，亦是他心
中真正的年的滋味。

“我祖籍福建长乐，爱
茶是天生的。”曾文笑着介
绍。曾文家三代华侨，年
幼时他跟随祖父和父亲的
足迹远赴大洋彼岸，融入
当地生活的他，也曾习惯
整日与美式咖啡相伴。

“但我一定长了个中国
胃，越是年长，越中意中
国茶。现在我每天雷打不
动的习惯，还是泡上一壶
老家的茶叶。用自己喜爱
的茶器，冲泡浓浓的大红
袍或烹一壶古树老白茶，
真是我一天中最大的满
足。”曾文说。

自此，像是和亲戚朋
友间约定俗成的默契一
般，他过年时，定要挑选一些好茶作为礼物
带回去。

“我每次带回去的茶叶种类很多，而必不
可少的一定是福建特产茶叶，比如白茶、红
茶、乌龙茶，当然还有云南的普洱茶，生
普、熟普都有，有时也会特意托朋友提前购
买当季的西湖龙井，放到冰箱冷藏好等到过
年带回去，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曾文说。

有时，他还会专门订制新春礼盒，配上
从宜兴手工匠人的作坊里精心挑选的纯手工
紫砂壶，或是景德镇的青花瓷盖碗和主人
杯，把这些带有中国元素的礼物带到美国送
给朋友，在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讲好
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

曾文在美国家中还专门装修了一间古色
古香的茶室，置身其中，就如同回到了福建
老家一样。这里，亦是他以茶会友的所在，
也俨然成了他为外国朋友们开设的茶课堂。

“民间有句俗语，白茶是‘一年茶，三年
药，七年宝’。像我们福建的白茶根据芽叶
的不同，品级一般分四种：白毫银针、白牡
丹、贡眉、寿眉，白茶的功效作用也很多，
美容养颜、清热明目、降压降脂、增强免疫
力，平日里有些伤风感冒，我都会煮一壶老
白茶，帮助身体尽快恢复。”曾文经常分享茶
知识。

最开始，他的外国朋友还很难感受到茶
的魅力。“尤其是看到喝茶时用的迷你的小茶
杯，很是诧异，茶汤几口就喝没了，很不习
惯。我就缓缓地泡、慢慢地教，现在，他们
不仅能体味出香气的不同、滋味的好坏，而
且都特别喜欢，每次来都会主动地让我泡茶
喝。”曾文笑着说。尤其是逢年过节，在美国
与亲友相聚时，他都会沏壶茶，茶的清香溢
满厅堂，沁人心脾……

“和亲朋们谈笑风生，在品茶中思索、感
悟、成长，也让在美的华侨华人还有外国友
人，能在这茶的礼仪中感受到中国茶文化和
我们对中美友好的美好祝愿。”曾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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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茶滋味自有茶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