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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要把茶文化要把茶文化、、茶产业茶产业、、茶科技统筹起来茶科技统筹起来，，过去茶产业是你们过去茶产业是你们
这里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这里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今后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今后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 2222日赴福建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日赴福建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迅速引发茶界迅速引发茶界
热切的关注和思考热切的关注和思考。。

茶文化茶文化、、茶产业茶产业、、茶科技是整个行业最绕不开的三个焦点茶科技是整个行业最绕不开的三个焦点。。福福
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产茶大省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产茶大省，，针对这三点针对这三点，，福建茶人有哪些好的福建茶人有哪些好的
做法和想法呢做法和想法呢？？

中国，福建，武夷山，星村镇。
这是一片福地，这里曾是万里茶道

重要茶市，亦是中国乌龙茶和红茶的发
源地，还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地”
核心区。

更重要的是，这里如今是中国乃至
世界最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

地处武夷山景区中心地带，星村镇
典型的丹霞地貌，和不受污染的九曲溪
水形成的独特小环境气候，铸就了星村
武夷岩茶“岩骨花香”的卓越品质，被
誉为“中国武夷岩茶第一镇”，素有

“茶不到星村不香”之说。
作为“武夷岩茶基因库”，其茶叶

品种之丰富令人惊叹，目前镇区范围内
发现和种植的茶叶品种 （名丛） 已达
400种之多，大红袍、白鸡冠、铁罗
汉、水金龟等皆在海内外享有盛名。

“春日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为茶
忙。”时下，走进星村镇，当先感受到
的便是一“镇”茶香。远眺，雾霭轻抱

山峦；近瞧，茶树
吐翠欲滴；细看，
茶人十指翻飞灵巧
采撷，鲜嫩茶叶布
满腰间茶篓。

适逢清晨，日
上三竿，步入繁华
的闹市，茶香就跟
着行人的脚步，荡
漾在小镇的每个角
落。街道两旁，或小
街市民、或小摊小
贩、或过往路人，闲
谈有之，言商有之，
都要不时喝上一口
茶，在悠悠地回味

中领略着生活的浓香。而不远处的茶人
们，还在比茶品茶，“争论”着谁家有茶
香，滋味浓厚，汤色更清亮……

多少年来，茶叶，奏响了星村人生
命的主旋律，因为茶，小镇人的生活有
了更鲜艳的色彩，有了更诗意的内容。

踏着门前的日影，星村镇井水村苏
押菇又开始了一天的采茶工作。

“2018年，我们加入镇里的‘贫困
帮扶计划’慈善项目，每年得到2000
元帮扶资金，现在等采完茶就能再拿工
资，拿了工资就过好日子。”原本是计
生贫困户的苏押菇说着，笑开了怀。

同一时间，星村镇九曲溪上游的第
一个村庄黄村。

“最近十几年，村子发展实在太快
了。”谈起日子的变化，正在茶树边除
草的黄村村民孙顺军感慨道。在他的印
象中，2000年的时候，武夷山茶叶还
没什么名气，村里基本没人种茶，大家
都在四处打零工，年收入还不足千元。

彼时，孙顺军还是听了村里领导一
遍遍宣传的种茶政策，才毅然走上种茶
之路。如今，从一开始的育茶苗到一跃
成为制茶专家，从昔日贫困户到茶园小
老板，“现在的日子以前做梦都没想
到，简直是在‘享福’。”他说着，咧嘴
笑了起来。

茶叶变茶业，让星村人填饱了肚
子，奔向了小康。现下，星村全镇拥有
生态茶园6.35万多亩，占武夷山全市
的42%以上，是该市茶叶面积最大的
乡镇，大小茶厂1500多家，年产茶叶
3000多吨，毛茶产值近8.6亿元，让茶
乡飘出了现代香，被福建省授予“福建
产茶明星乡镇”。

星村镇，仅是福建茶业兴农、茶业
脱贫、茶业小康的见证与缩影。

2018年，福建茶业总产值率先超
千亿元。2020年，福建茶产业逆势而
上，闽茶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到1250
亿元，农民人均收入在不少产茶县都达
到了2万元。其中，去年4月，明溪、
宁化、政和、连城、周宁、柘荣等6个
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成功“摘
帽”，23个省级贫困县全部清零。这些
县，基本都产茶，有些还是名茶主产
区。无疑，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与发展茶产业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
茶业是打好决胜脱贫攻坚之战的“福建
样本”之一。

茶系民生，山美人富。近年来，福
建茶叶的发展正在逐步摆脱粗放型增长
模式，向发挥技术进步优势的集约型增
长模式转变。未来，福建将以促进茶产
业绿色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为目标，加
快转变茶产业生产方式，积极构建现代
茶产业体系，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万亩茶山绿绵延
——走进“中国武夷岩茶第一镇”

本报记者 王惠兵

“茶文化对于福建人民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对
美好生活的寄托，对悠扬历史的
回味和牵挂。茶叶的香韵和甘甜
会让人真正沉静下来，感受生活
的真谛。”这段话源于全国政协
委员，澳门福建同乡会会长张明
星的讲述，字里行间难掩他对茶
文化的真挚和热忱。

“福建是我的故乡，它给我
带来的一个深刻印记，便是让
茶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从小耳濡目染，浸润
在乡土文化几十年，张明星的
周身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对于
故乡茶叶的来龙去脉，他自然
也是行家里手。

“福建是产茶大省，其茶树
种植面积、产量、产值不仅在全
国茶产区内名列前茅，茶的品类
也是相当丰富多元，包含乌龙
茶、红茶、白茶等诸多品类。除
了武夷岩茶外，这里还有安溪铁
观音、福鼎白茶、正山小种、平
和白芽奇兰、诏安八仙茶、云霄
水仙茶等，每一种都有各自的韵
味和精彩。什么时间选择喝什么
茶，什么喜好选择喝什么茶，特
性不同，不一而足。但唯一不变
的，是民间浓厚的喝茶氛围，是
悠久传扬的历史文化，是洒落在
每家每户中的从物质到精神的美
好追求。”张明星说。

正如他所言，福建茶文化底
蕴深厚，在世代传承发展中创造
了异彩纷呈、璨若星河的文化瑰
宝：小到寻常百姓家的工夫茶
道，婚嫁中的“新娘茶”“宝塔
茶”“七夕茶”，春采季的喊山仪
式、茶歌茶宴，大到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
系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乌龙茶制作技艺等。

“它们不仅是人们修身养
性、点缀生活志趣的生动写照，
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
张明星说，古代丝绸之路、茶马
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
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
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为此，张明星怀揣着殷切的
期许，希望未来能够以福建茗茶
为着力点，深度挖掘茶文化的内
涵和精神养分，带领福建人民享
受健康生活的同时，能够为茶产
品、茶旅游等赋能，延伸产业
链、增加附加值，为茶产业的乡
村振兴锦上添花。

“同时，茶文化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其饱含着以
茶会友、文明兼容的‘和’的理
念。我也希望我们把茶文化提高
到一个新的高度，全国人民齐心
协力，讲好中国茶故事，宣传好
中国传统文化。”张明星说。

闽茶之美
文化之光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在数字福建、茶乡福建，科技与茶
的融汇显得尤为自然，科技不是‘冷冰
冰’的编程代码和枯燥高深的科研理论，
而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
扎扎实实的幸福体验。”全国政协委员、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一级巡视员、泉州市
科协主席骆沙鸣一边讲述，一边将一幅
生动可亲的茶科技图景徐徐展开。

“以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为例，
它们开始流行时，我们最接地气的茶产
业便率先‘尝鲜’。这些技术拥有不可篡
改、不可逆性、全程留痕、公开透明等特
点，具体原理看似晦涩难懂，但带给消费
者的却是最直观的体验：他们的手机可
以成为一部24小时的监测‘摄像头’，只
要打开软件，便可以随时观测到茶园里、
车间内的采摘和加工情况；冲饮的一泡泡
茶也如同拥有‘身份证’，为茶叶的地理标
识产品穿上科技的防伪服，为生态茶叶穿
上安全的绿色防护服，甚至通过植物指纹
区块链技术能够追溯到是由哪一个村、哪
一片茶园、哪一个农户生产，质量安全用
科技说话。”骆沙鸣说。除此之外，从土壤
检测、土壤营养、生物制剂、品种优育、病
虫害防治等基础种植研究，到智能机器
人流水线生产等加工升级，每一环都在
源源不断地注入着科技力量。

从茶园到茶杯，品饮的黑科技同样
亮点频出：智能泡茶机是为年轻消费者
量身打造，只需将茶叶放入机器，接水插
电，一按开关，机器就能自动识别茶叶种
类，匹配相应的泡茶模式，三四十秒后一
杯标准工夫茶就可以出炉；从品茶到用
茶，茶面霜、茶面膜、茶多酚含片、茶复合
板更是将茶的产业链一再延伸，深加工
进一步提升了茶产品的附加值。

“如果说茶这片‘人在草木中’的东方
树叶包含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的‘四生一
体’不同侧面，那么科技就是将其串连成线
的一把钥匙。科技元素恰如其分的注入，不
仅勾勒出了人们健康、绿色、便捷的生活方
式，更成为了茶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也
势必在茶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上、中国茶
叶强国的构建上谱写新篇章。”骆沙鸣说。

一直以来，茶科技的创新发展都是
他关注的焦点，他认为未来有很多方向
值得尝试。例如在顶层设计上，可以着重
对生物基因库的保护和利用，优选优育
新的茶树品种进行推广；推广绿色防控
研究，开展有害生物防治，减少化肥农药
用量；可以着重加强对大数据的认识和
开发，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以大
数据为支撑，精准画像，提供更为有效
的、可持续的产品服务；可以迈上知识产

权证券化道路，这方面泉州茶企已有尝
试；可以进一步与医药行业深度融合，加
大茶叶生物化学研究，探索更多茶产品
的药用价值，更有效地为茶产区融合科
技、利用科技、驱动茶产业发展，为健康
中国服务；同时要进一步培养专业人才，
加强产教融合和茶健康科普，并建立匹
配的相关系统科创机制，深化产学研用
一体化和健全科技融资服务体系，增强
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打通人才和产业
的现实鸿沟。

“这方面，各地茶产区可以进一步总
结、借鉴福建的科技特派员制度经验，真
正让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开展科技服
务，着力补齐农民技术短板、壮大农村
产业规模、打开农业市场销路、保护绿
色生态，助推乡村振兴。”骆沙鸣说，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福建更
应加强与‘一带一路’产茶国科技交流
合作，探索在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
区、技术转移等方面开展合作，解决茶
产品质量标识管理和茶叶农残等污染
物管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难题，更积
极投入茶叶国际标准制修订，掌握茶
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的国际话语权。科
技兴茶、点土成金，拥抱科技这个‘最强
大脑’，茶产业未来可期。”

“东方树叶”拥抱“最强大脑”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都匀毛
尖，在这个春天里不断抽出新芽。
黔南茶山，也迎来了最热闹的季
节——春茶丰采期。趁着这缕春
天的味道，茶农致富的希望，从茶
山飘香市场。

“现在正值春茶丰采期，我们
家的40亩茶园，今年预计可以有
6万多元的收入。”平塘县大塘镇
新光村村民王文斌看着翠绿的茶
园高兴地说。

因为开春早，大塘镇今年的
春茶比去年早了十多天。平塘县
茶办主任、新光村第一书记陈安
明介绍，今年，预计全县茶叶产量
达6500吨左右，产值达10亿元以
上。因为茶叶，大塘镇摆脱了极贫
乡镇的称号，茶产业也成为平塘
县的支柱产业。

3月 19日，趁着难得的好天
气，瓮安县建中镇的黄红缨茶山
上，150 多名村民正在茶山上采
茶。66岁的朱锡奎一早上就采了
满满一箩筐。“现在采的是一芽一
叶，我一天能够采4斤左右。”朱
锡奎说，自从茶园建起了以后，年
纪大的老人也有了收入。

从2012年，州政协委员黄红
缨在瓮安建起茶业公司以来，她
便摇起了带贫致富的大旗，公司
总投资 1.6 亿元，依托茶产业带
动当地基础设施与综合配套建
设，提供了 1786个就业岗位，人
均年增收逾1.18万元，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209户 743人实现了
脱贫摘帽。

数据显示，2020 年，黔南州
共销售茶叶4.52万吨，实现销售
额 79.14 亿元，其中出口量 825
吨 ，出 口 额 1.485 亿 元 ，带 动
38.83万人增收，茶农年人均收入
达0.95万元。

黔南州政协主席、州茶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组长魏明禄表示，今
年，全州投产茶园面积达100余万
亩、预计产量5.1万吨、产值87.7亿
元，销售收入、产值、税收将实现

“三增”。对黔南来说，茶产业毫无
疑问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为助推黔南茶产业
的发展，黔南州政协不断助力，在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茶叶品质、打
造茶业品牌、扩大都匀毛尖知名
度等都贡献了重要力量。

为做强都匀毛尖茶品牌，走
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
化销售、产业化富民的绿色发展
之路。黔南州政协多方调研，积极
献策，在政协提案、调研的基础
上，黔南州出台了《创建都匀毛尖
世博名茶知名品牌三年行动计划

纲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都匀毛尖
品牌管理办法》《黔南州2020年茶
产业发展推进方案》《黔南州 2020
年茶产业“黔货出山·风行天下”夏
秋攻势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全州
统一打造都匀毛尖品牌，修订发布
《都匀毛尖茶综合标准化体系》，推
动黔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都匀毛尖要走出去、走更好，就
需要正本清源，有自己的当家品种。
为此，黔南州政协组织课题调研，摸
清黔南茶叶发展的底数，了解全国
茶叶市场。

通过调研，魏明禄编著了《黔南
茶树种质资源》《鱼钩巷》等茶叶专
著，为黔南茶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
支撑。州政协还在全州选取了 500
多份茶树种质资源，在平塘县大塘
镇新光村进行扦插繁殖，规划建立
了102亩的茶树种质资源圃和200
余亩的示范展示区。

“目前，我们还在打基础阶段，
茶苗也刚栽下1年，但这是一个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做成这样
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能够参
与到其中，我真的特别自豪。”负责
管理资源圃的黔南州政协机关干部
罗洪富说，做好资源圃，选育出优秀
的能够代表都匀毛尖的品种在全州
推广，都匀毛尖的品牌竞争力将不
可比拟，这对于黔南州茶产业的发
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茶产业是黔南州传统优势特色
产业，也是黔南州明确重点打造的
农业第一品牌。魏明禄表示，经过多
年的努力，都匀毛尖品牌始终稳居
中国十大名茶之列，规模上可采面
积近60万亩。

近年来，黔南州从高品质茶叶
生长环境和宜居养生角度，大力推
动茶产业从简单的物质消费向旅游
文化享受的多样化、多层次转型发
展，将都匀毛尖茶与优美的自然风
景、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整合，推动
茶旅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条，开发
以茶为载体的高端休闲养生产业，
形成一批茶旅融合、茶文结合的产
业新业态，打造了都匀毛尖镇、贵定
云雾镇、独山影山镇、瓮安建中镇等
茶旅小镇，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
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实现双丰
收。助推茶旅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快
实现茶产业发展“接二连三”。

未来，黔南州将以推动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加强提质增
效、拓宽销售渠道为突破口，全方
位推动“种、管、养、采、加、包”各环
节提质增效，努力打造更加稳固、
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让全州各族人民进一步分享茶产
业发展红利。

贵州省黔南州政协：

以政协之力
助茶产业之兴
蒙帮婉 李思贤

如果一杯茶可以喝掉三分之一的
烦恼

三分之一的忧伤和三分之一的困惑
那么，我愿找个地方
一口一口喝出一种无法复制的空灵
然后，在音乐里停杯
溢出茶杯的流年穿指而过
偷偷为你的壮志雄心与风尘仆仆

加油

我不介意成为风景
也许在世人来去匆匆的脚步声里
我喝茶的姿态有些散漫与另类
但是，我有我的念想——
此刻我就是时间最美的化身

一切是那么地温暖和谐
一切是那么地可歌可泣
一切在顺其自然中幻化或虚无

也许，茶香已经飘散至天边
带着点点余热与丝丝余情
在你的视线和味觉里
悄悄完成一次无法言说的旅行
慢慢地思索——
雨水太冰冷不妨撑开伞
阳光太扎眼不妨闭上眼睛
一切都能在悠长回味中永恒……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

一 杯 茶
曾正航（武汉）

业视点茶

茶论道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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