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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管理在乡村、农民生产在乡村，小小一片茶，方方面面都与
乡村振兴、农民致富有着紧密联系。如今，“十四五”规划发布，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茶产业如何紧抓机遇、乘风破浪，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纷纷来支招。

有人说，茶文化博大精深，发
挥好茶文化的作用，能够在乡村振
兴道路上，更好地助力产业升级；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茶只是日
常饮品，过多地强调茶文化，增加
入门门槛，会使得很多不懂茶的人
望而却步。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供销合
作社原巡视员李云才更赞成前者，
在他看来，善用好茶文化，反而可以
让人们在寻常品饮中品出故事和妙
趣，同时也可以在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的有机衔接中发挥独特作用。

“不夸张地说，打开中华五千
年的文明发展书卷，几乎从每一页
中都可以嗅到茶的清香。自古以
来，茶就是东方文明的传统代表符
号，也是中国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
主要载体和传统优势出口农产品，
更是植根于中国又传播向世界的生
活方式。”在李云才看来，茶文化
融合了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凝
聚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渗
透进了诗词、绘画、书法、宗教、
养生、医学之中，包容了一般文化
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形式。

“具体到茶乡，从茶的名字、
品种、历史甚或茶歌、茶俗，哪一
样又不是沁润着茶文化呢？它既可
以是宏观的人生哲理，又可以是微

观的茶乡趣谈，将这样生动的故事
传播出去，将是打造文化软实力、
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
载体。因此，产业发展不仅要看重茶
文化，更要把这个议题研究透、研究
好，要更加彰显其清、敬、和、静、雅、
美的茶文化核心理念。”李云才说。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苏省
委会副主委王水同样认为，中国茶
产业在“十四五”期间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充分展现中华文化自
信，让中国茶文化可以成为世界茶
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的家乡在江苏溧阳，这里
山清水秀，更是茶的故乡。我建议
不妨以溧阳为试点，率先在全国打
造‘礼茶之都’，以礼茶文化为核
心，进而带动实现茶文化、茶科
技、茶生态、茶旅游与区块链、生
物质谱等现代技术有机融合，在国
际通用的安全标准基础上，构建起
一套高标准的中国好茶评价体系，
重塑中国茶叶的全球话语体系。”
王水说。

王水为此还建议，在国家层面
建立一支品位高、底蕴深、影响广、
多层次、可推广的“中华礼茶团”，在
新发展阶段，高水平地展现自古以
来大国礼茶的文化气象，高质量创
新新时代大国礼茶的公共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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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采茶季，用工荒三个
字，不少茶企一提就头痛，发
动周边村民还不够，跨省招工
才能勉强解决燃眉之急；而以
小作坊三个字为代表的家庭生
产，也依然是茶区生产中的常
态，难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同样是茶产业做大做强
的拦路虎……

由于长期从事茶产业生
产、管理工作，细数这类产业

“顽疾”，全国人大代表、安徽
天方茶业（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一部副厂长兼车间主任储小
芹可谓如数家珍。

“茶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从茶叶种植、茶园
管理，再到茶叶采摘、加工等
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工。尤其
到了夏秋季，由于茶生产成本
高、卖价低、利润薄，采茶劳
动强度大，绿茶片区几乎无人
愿意采摘。”储小芹坦言，虽
然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茶产
业扶持和投入力度，但茶农对
种茶、采茶、管理茶园的积极
性仍然不高，茶园用工不足、
农用化学品投入依赖性强等现
象普遍存在。

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大
量转移的过程中，很多农村出
现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山产田
地大面积抛荒的现象，具体到

茶产业中产业中，，还存在茶园较为分还存在茶园较为分
散散，，规模规模化经营不够化经营不够；；茶农趋茶农趋
向老龄化向老龄化，，缺乏新观念缺乏新观念、、新手新手
段等现象段等现象。。

为为此，在茶产业掀起一场智
能化的浪潮，成为了固有模式沿
袭与现代创新发展的分水岭。

“我们亟须为茶产业发展插
上‘数字化’翅膀，推动茶产业
智能化、数字化进程。”储小芹
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相关部
门应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加大对茶企业设备投入的支持力
度，例如，促进茶园机采、茶叶
智能化加工以及茶叶深加工设备
的推广和应用，对这方面的茶企
业设备投入给予加大配套补贴和
项目支持。同时要建立健全体制
机制，不断传承创新手工制茶工
艺，吸引更多年轻人愿意从事茶
行业，用优秀的人才引领茶产业
发展。

当前，农产品的市场结构和
消费需求发生了重要变化，农产
品功能化日趋明显，功能农业发
展前景广阔。储小芹还建议，充
分调研全国各地不同地区土壤状
况，根据具体情况，从国家战略

规划里划分相应的功能农
业，比如富硒农业、富锌

农业、富锶农业等版
块，全方位助力乡村
振兴。

“数”读茶叶经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万亩茶园观光带、茶文化庄
园、茶主题小镇，近些年，茶区
关注起了“形象管理”，以旅
游、观光为主题的茶旅打造成为
了不少产区发展的新思路。

“这是让农村既有绿水青山
的颜值，又有金山银山的价
值。”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
有机茶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俞学文对此喜闻乐见。

“现在一些茶产区的茶叶种
植以荒山坡地为主，标准化、规
模化的开发种植，有效地解决了
土地抛荒问题。而利用茶园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把茶园打造成
美丽乡村的一个符号，已经不再
是梦，而且非常养眼。”俞学文
说。他自己也早有实践，推出的

“更香有机茶之旅”茶乡旅游线
路很受欢迎，游客不仅可以参观
更香茶文化休闲观光园，还可以
游玩当地的著名旅游景点。同
时，江西宁红集团有限公司也推

出了“宁红之旅”，宁红茶文化
园是以宁红茶为主题的旅游景
区，由宁红茶堂、宁红茶展示
馆、茶工场、茶品种园等景点构
成，占地面积160余亩，目前已
经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以旅游文化为切入点的三
产融合对茶产业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可以通过
旅游产业传播出去。我建议还要
进一步加强游客的参与互动，比
如茶园的采摘体验、工厂配备传
统工艺（非机械）的手工制茶体
验、茶文化演绎、茶知识课堂等
更多互动环节，让游客对茶产业
有更深刻的认识。”俞学文说。

“茶产业确实是旅游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信阳文新毛尖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刘文新
说，他们现在提出了把茶园变公
园、把茶区变景区、把茶山变金
山、把茶农变社员，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

力推动茶旅融合发展。
“茶产业链条长，从一产二

产到三产，从种植加工销售到茶
文化、茶餐、茶具等等，每一个
产业链上都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
位，发展好茶产业能够使三产融
合发展起来，巩固脱贫成果，助
推茶区乡村振兴。”刘文新说。

同时他建议，要对国家领军
茶企设立茶旅融合发展专项基
金。“开发茶旅游可有效增加茶
农收入渠道，建议国家相关部门
对入选国家领军茶企设立茶旅融
合发展专项基金，加强茶旅游资
源培育和开发，按照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思路，在茶旅开发涉
及的土地征用、税收减免等项目
上给予优惠；并针对性出台相关
政策，为茶旅游开发提供政策保
障，着力打造主题鲜明、富有特
色、规模适度、功能完善的茶旅
游目的地。”

（本刊综合）

茶产业的“颜值担当”

18个主要产茶省，4000多万
亩茶园面积，2000多亿元干毛茶
年总产值，摆在中国消费者面前的
茶叶盘子有多大，茶区所面临的市
场竞争就有多激烈。在产区头衔、
茶叶品牌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下，如
何精准定位，打出最亮的牌，创造
最大的记忆点，成为了不少茶区内
代表委员热切关注的角度。

“做最干净的有机茶，是贵州
茶产业的金字招牌。”全国人大代
表、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
所所长孟平红首先“亮剑”，想让
天下人喝上干净茶，这是中国茶
界的梦想，也是贵州作为后来者
的梦想。

“贵州有 700 万亩高标准茶
园，茶园规模居全国第一，茶产
业已经发展成为贵州重要的特色
优势产业。虽然说近些年来贵州
茶产业发展迅猛，但其产量大、
产值低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孟平
红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
任务就是塑造贵州茶叶的品牌形
象，将贵州茶打造成被全国乃至全
球饮茶人认可的最干净的（绿色无
污染）有机茶。

“为此，我们要加强有机茶认
证管理工作，从茶叶的农残、重金
属管控，再到茶厂的清洁化、自动
化，过程一定要按照食品安全规范
来生产。”孟平红同时建议国家和
贵州省有关部门要联合协作，支持

由云上贵州为主体建立“贵州茶产业
发展主题数据库及信息化中心”，将
各个地方龙头茶企业纳入监管，并邀
请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为平台
监管和服务，加强对生态茶产业作业
标准和规范、茶产业大数据、现代化
农业设施、茶园耕种管收等方面的研
究，加强对土地资源、气象监测、土
壤肥力等数据整合，实现产品从茶园
到茶杯的可溯源，推动和加强有机茶
认证管理工作，让“干净茶”数据可
视化。

“我们要善接势能，把握机遇，
打造世界茶叶的‘云茶现象’。”全国
政协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水紫陶烧制技艺项目云南省代表
性传承人田静则表示，茶产业是云
南省传统优势产业，也是云南省最
有资源基础、最有发展优势、最具
潜力的绿色生态产业。但在当前全
国乃至全球茶叶产能过剩、产业竞
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云茶品牌的塑
造之路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云南
是世界茶树原产地核心区域”这个
来之不易的科学结论，目前尚未充
分发挥和利用。

田静认为，云南应该把握好今年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召开、迪拜世界博览会举办
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机遇，通过世界

“茶树原产地”地理标志品牌塑造，
以原产地形象推进多茶类并举发展，

在世界级平台、用世界性通用语言解
读“云茶”内涵。

“一方面擦亮‘云南·世界茶树
原产地’的金字招牌，另一方面将云
南打造成中国‘茶叶新势力’、‘新
饮茶时代’的策源地。在讲好‘云
南·世界最好的茶源’的故事同
时，推动形成世界茶叶的‘云茶现
象’。”田静说。

虽然身在销区，但全国人大代
表、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麟仍认
为，不产茶的澳门，同样可以在茶产
业的乡村振兴之路中大有作为。如在
澳门建设国际茶叶交易中心，将澳门
打造成中国茶叶高质量再出海的桥头
堡，真正做到“以澳门所长，服务国
家所需”。

“澳门一直都是中西茶叶贸易的
重镇。公元1610年，由水路运往欧
洲的航船从澳门起航，带着中国茶漂
洋过海、销往西方。可以说，澳门在
中国茶叶、茶文化的传播史、贸易史
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何敬麟
建议，以澳门高端消费市场和国际化
平台为基础，从消费端入手，可以构
建全新的“国际茶叶质量溯源体系”

“国际茶叶产品质量认证平台”和
“国际茶叶信用体系”，尤其要善用诸
如世界博览会等国际性综合展示平台
和时机，统筹整合，对接国内高质量
茶叶资源和国际高端市场需求，积极
引领中国茶叶高质量再出海。

（本刊综合）

茶区“亮剑”谁与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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