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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

徽姑娘的“粽茶”梦

“劳动最光荣，‘五一’假期也
要日夜不停地制作粽茶呀，从最初
的紧张忙乱到现在的井井有条，阿
姨们可太棒了！”江雪霞的镜头
里，几十位身穿统一蓝色制服的农
村阿姨，口罩、手套全副武装，一
手持箬叶，一手持祁红，正低头忙
碌着。不一会儿，一枚枚迷你、可
爱的小粽茶便躺在掌心。

“这是我们的专利产品，目前
已经开发到了3.0版。”江雪霞笑
着说，眼前这枚小小的粽茶，从
2018年端午节由她们姐妹首创成
功、2019年正式面市以来，一直
保持着每年 30 多万颗的销量，
2020年，总销售额已超过1500万
元。今年，江雪霞又对其包装和加
工工艺进行了全新升级。

粽茶，箬叶和祁门红茶的混
搭，是江雪霞这位徽姑娘在创业路
上的转折点，也为这个世代以种茶
为生的小山村——际源村带来了勃
勃生机。

“创业之初，我就做好了规
划，要做创新茶品，做增量市场、
增量客户。我的目标是那些平时不
喝红茶的人，正好可以和做传统茶
饮市场的企业形成互补，体现自身
价值。”江雪霞说，但要真正做出
市场认可、消费者接受的创新产
品，却并不容易。

“不夸张地说，路径调整了很
多次，几乎几天一个样，做姜茶、
奶茶等，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
从母亲做好的粽子中得到灵感，才
萌生了用箬叶包茶的想法。

“结果让我们很欣喜，用箬叶泡
出来的祁门红茶既有箬叶香，又有茶
香，口感很微妙，没有茶叶残渣也方
便清洗。”江雪霞说，而际源村的物
产简直是为粽茶量身定做的。“祁红
自不必说，箬叶更是在徽州乡野到处
都是，祁红具有很好的包容性，箬叶
又是天然的滤网，做成的粽茶在壶中
冲饮，一丝一丝的茶汤渗出，如飘在
水中的丝带，清香扑鼻。粽茶作为端
午节的伴手礼，很受市场青睐。”

“阿姨们有活干，我就值了”

包粽茶是个技术活儿，村里不少
闲置的劳动力都成了包粽茶“专业
户”，这才出现了江雪霞镜头里的那
一幕。

一粒粽茶，让村里人实现了在家
门口上班，“员工们”工作的积极性
常常打动江雪霞：每天天还没亮，工
厂的门口就排起了队，一旦“上
岗”，她们又经常会忙得错过饭点。

“赶她们去吃饭，都快成为我的
生活日常了。”江雪霞无奈地笑着
说，作为农村的孩子，她最了解农村
妇女的生活状态。“在过去，每年茶
季过后，她们会和我的妈妈一样，种
一些梅干菜、萝卜等补贴家用，等蔬
菜成熟了，再按每斤十几元的市场价
卖出去，辛辛苦苦几个月，最终只能
赚回种子钱。”

正因如此，当她邀来周边的乡
亲、贫困户（现已脱贫）和她一起干
时，她们都一口答应。“有些腿脚不
便、体力不好的，现在也感觉生活有
了盼头、有了滋味、有了价值，自己
也能赚钱养家了。有些视力不好的，
我也鼓励她尝试，现在也做得不

错。”江雪霞常在心里念叨，“有市场
喜欢，阿姨们有活干，我就值了。”

包粽茶是按件计酬，一枚粽茶两
毛钱，一天赚上120元、160元很容
易。“有些阿姨手快，能包上1200枚，
一天甚至能赚200多元。干上几个月，
一年的家用就有了。”江雪霞说，由于
粽茶包装主要以手工为主，她对每一件
产品的把关就更为严苛：从箬叶的斑
点、颜色，到茶叶量，再到粽茶的角
度、形状等，都有严格要求。

“阿姨们也能理解我的标准，有
些不合格的，不用我说都会自己主动
返工。”江雪霞说，正是怀着这样朴
素的想法，大家都愿意一起努力把粽
茶做好，“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
回农村做茶这条路不能走。”

“我认为这条路没有走错”

回到农村，并不是江雪霞“脑子
一热”做出的决定。

江雪霞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也
是祁门县2004年的文科高考状元。
从高校毕业后，在上海一家世界500
强外企工作的她，是19人团队的主
管，能力出众，生活令人称羡。

但身在魔都的江雪霞却知晓自己
的心在哪里。“一个可口可乐的项目曾
刺痛过我。当一家成熟的饮品企业连宣
传海报上的一个点都在斟酌时，我家乡
的茶叶还在延续着传统的生产模式，我
的乡亲们还在整日忧愁茶叶要卖给
谁。”巨大的反差，让江雪霞有了一个念
头——自己有责任去改变这些，每每回
乡探亲，这个念头都会加深一次。

“我还年轻，不如去拼一把。”终
于，江雪霞下定决心辞职，并鼓动姐
姐和妹妹和她一同回乡创业。

但江雪霞心里清楚，情怀是最高
的驱动力，可仅有情怀、仅仅吃苦耐
劳是行不通的，要做成这件事，一定
要有商业头脑，一定要用运营商业项
目的方式来做。

她一方面组织培训，将自己所学
的商业本领“接地气”，传播给村里
人，一方面通过示范带动，提升人们
对茶叶品质的重视，除此之外，她还
在不断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实现自
我突破和提升，来塑造品牌影响力，
从产品方向到自媒体到直播卖茶，她
无不亲力亲为。

到如今，她在家乡已建成了
1000多亩的茶园基地和700平方米
标准化茶厂，还开设了线下体验店和
电商平台店铺，先后与德云社、逻辑
思维、华为等优质平台和品牌合作，
上百户社员平均年收入增加 5000
元，直接带动就业45人，辐射影响
1000多人。

渐渐地，江雪霞的事迹得到了媒
体和社会的关注。而更让她心中喜悦
的则是村民们的认可。那些戴着或拿
着际源春的周边产品——帽子、雨
伞、茶杯的人，正是她的乡亲们，他
们在骄傲地向外界展示，他们都是际
源春人。

当然，随着关注的攀升，网络舆
论中也夹杂着不少刺耳的声音。“我
现在已经从那些各类评价的阴影中走
了出来。一晃7年，我认为这条路没
有走错。”江雪霞说，“我是一个普通
的农村孩子，借着创业的机会，带动
大家一起去奋斗。我相信有了学习和
努力的态度，在哪里都能立足。所以
我愿意和乡亲们站在同一个出发点，
一起去做好茶叶，做些更有价值的事
情。我深以我的家乡为荣！”

愿做茶山里的一颗螺丝钉
——记青年茶人江雪霞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青春寄语：

我从上海辞职回乡 7 年，前 5
年没有时间往回看，只是全身心地
创业，从 0 打拼到 1。这两年午夜
梦回时，偶尔会回想当初的选择：
如果我现在在上海，可能薪资更
高、带更大的团队，走着和“85
后”年轻人一样的上升路径；现在
在农村，虽比大城市生活辛苦些，
却很值得！

大上海没有我这颗螺丝钉不会
改变太多，但回到农村，回到我土
生土长的地方，我这颗螺丝钉或许
还有些价值。

———安徽省“三八红旗
手”、黄山市祁门县际源春茶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江雪霞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什么模样？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茶人，又在做什么？
本期开设“茶人·正青春”栏目，与奋斗路上的青年茶人一道，关注行业正能量，启迪同路人，致青春，致自己。

临近“五一”，接到父亲的电
话，问我什么时候回趟老家，说今年
的茶叶已经给我留好了。挂了电话，
眺望窗外，只见高楼不见家，而思绪
已经一路向北，飞到儿时的家乡，想
起那年那时，与父母一起炒茶的日
子。

记忆中，母亲每天早起，烧好开
水，用大瓦壶泡一壶粗茶，作为家人
一天的饮水，天天如此。茶叶如同大
米，是家里必备的“口粮”。采茶炒
茶，也与插秧种稻一样，在一年的活
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山里春迟，而且农民对茶的理解
是以实惠为主，并不追求采早、采
小，所以，一般到了谷雨前几天，才
会上山采茶。这时的茶叶基本在两叶
一芽，采摘效率高，干茶产量大。

家乡的茶树大多处于半野生状
态，见缝插针地长在田边地头的，那
是勤劳的村邻随手种下的茶籽。大部
分茶叶要去竹林里或柴山上寻找，那
是茶籽被鸟兽搬运落下的，或者是被

放牛娃玩“打仗”游戏时的“子弹”萌
发的，有些干脆就是上坡的老茶树茶籽
成熟后滚落到下坡长出来的。这些无主
的茶蓬在山野里自由生长，平时无人照
看，只在春天，才会有像母亲这样的农
村妇女呼朋引伴，循着茶叶的清香，来
将它们身体最鲜嫩的部分采下。

母亲采茶的日子，我正在上小学阶
段。经常是我还在吃早饭，她就匆忙洗
晒好衣服，扒两口饭或拿起两个蒸熟的
清明团子就和邻居姐妹一起走了。我放
学回家时，她也刚到家，将长竹篮里的
茶叶倒在堂屋里的簸箕上摊青，又去厨
房忙着烧晚饭。我做好作业，就会来到
充满茶叶香味的簸箕旁边，帮忙挑选出
茶叶里夹带的老叶树梗。那满簸箕的茶
叶，鲜嫩得养眼。这数不清的芽头，不
知道母亲走了多少的山路，钻了多少的
树丛。

炒茶是父亲的本事。一家人吃过晚
饭，煮饭的锅洗净之后，就充当炒茶
锅。母亲重新将灶膛的火烧旺，父亲用
手试温，然后将青叶放入锅中翻抖，称

为“爆草籽”。等炒到茶叶软化发黏，
父亲的手法变成了揉搓，茶叶渐渐结成
一个大团子，被重新移至簸箕里解散摊
开，称为“摊青”。这锅茶叶正在“摊
青”，那边父亲又重新开始炒另一锅的
茶叶。天气并不是很热，但在热气腾腾
的铁锅面前劳作，父亲很快开始出汗，
他脱去外套只穿件汗背心。我找出夏天
用的蒲扇给他扇风，还不时要用毛巾帮
他拭去汗水。

这锅“草籽”爆完，那边摊青的茶
叶也放凉了。父亲将粘满茶汁的铁锅重
新清洗，对茶叶进行最后的加工。他不
时变换着手法，粗大的手掌被茶叶染成
黑色，胳膊上、头发上都沾着细密的茶
毛。茶叶在他的手掌与铁锅之间翻腾摩
擦，加上高温的共同作用，变成卷曲的
细条状，渐渐沙沙作响，我知道这锅茶
叶快炒好了。此时，屋内茶香满溢，屋
外阵阵蛙鸣。

炒好的茶叶被母亲按采摘日期早晚
分类，用黄裱纸细心地包扎紧密，放在
密闭性很好的铁皮饼干箱里。细茶待

客，粗茶自用，直到来年春茶接上。
我一直认为家乡茶叶的味道是最

好的，即使今天生活在杭州这座“茶
都”，工作在绿茶皇后“西湖龙井”的
产地，我依然这么认为，大概是因为
儿时味蕾的记忆太深刻了吧。

知道我喜欢，每年春天回家，母
亲都会给我准备好够我喝一年的茶
叶。去年，她上山采笋，不小心脚踝
扭伤骨裂，手术后好得不彻底，行走
略有不便。父亲也患病来杭州住院动
了手术，我在医院陪护时还开玩笑
说，这下再也喝不到你们炒的茶叶
了。谁知今年还是如期接到要我回家
拿茶叶的电话。

不晓得父母今年是怎样拖着病体
采摘和炒制茶叶的，但我晓得，那些
被母亲亲手一片片采下的叶子，被父
亲苍老干瘦的手掌反复摩挲过的叶
子，是父母对孩子的牵挂，是父母慰
藉我的乡愁。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家乡茶 父母心
张治毅

·正青春

五月春夏之交，不少茶产
区迎来盛采季，茶产品市场行
情同样如火如荼。如何进一步
促进茶产业创新发展，再度被
提上日程。近日，以“为茶产
业鼓劲支招，推动茶产业可持
续发展”为主题的茶业创新发
展座谈会在北京私聊茶馆举
行，来自各地的数十位专家、
学者、企业家齐聚一堂，共话
茶产业创新发展之路。

“创新不易，更离不开社会
合力，因此茶产业协调发展越
来越重要。”活动组织者、中国
社科院工经所原茶产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陆尧将创新的立足点落
在“合”字上。他介绍，近些年
来，有关主管部门和茶社团已有
意识地加强沟通与协调，做了一
些有利于茶事业协调发展的努
力。例如，2017年由农业农村
部牵头成立了中国茶产业联盟，
有157家大型茶叶企业集团及科
研单位参加；湖南、贵州、四
川、云南等省份分别提出了实现
茶产业千亿产值的省级发展目
标；贵州提出茶产业“三绿一
红”、江西提出茶产业“四绿一
红”的品牌发展战略等，都开了
好头。

“从政府部门到社会机构到
相关茶企，各界力量拧成一股
绳，汲取创新发展思想，将进一
步促进茶行业迈上新台阶。”为
此，陆尧提出四点具体意见：一
是茶叶中医药融合发展；二是参
照轻工总会模式，统一管理协调
茶产业；三是用中茶牌统一国家
茶叶品牌；四是升华“一带一
路”的茶元素等。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最具代
表性的符号。如今，国盛茶
兴、消费升级等形势已为中国
茶创造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山西晋商故里董事长、山西省
茶业商会副会长乔义德介绍，
山西与中国茶产业的发展密不
可分。作为山西文化中一支杰

出的代表，晋商很早就从事茶叶
的经营活动，自古就有“万里茶
路晋商开，天下茶商晋占半”之
说，明清时期山西茶商开辟了从
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及欧洲的万
里茶路，谱写了一曲“纵横欧亚
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晋
商之歌。

“我们在传承晋商文化、弘扬
新晋商精神的同时，也在开拓茶
产业创新发展之路。2019年，‘山
西药茶’区域公共品牌提出后，
山西茶商们快速响应，在山西省
茶业商会的指导下，抱团发展，
围绕山西药茶的复兴，就药茶产
业研发、品牌打造、茶旅融合等
方面开展了各项工作。”乔义德
说，“未来，我们将继续参与山
西药茶产业的发展建设，合力统
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
篇大文章。”

“茶产业要创新发展，但茶叶
种植、茶园栽培与茶业生产及供销
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思
想，这是茶叶优质理念的核心，也
是茶产业创新发展行动的根本。”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国文说。

周国文认为，茶产业发展只
有尊重自然生态规律，才能有效
防止在过度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
路。“茶产业在创新发展的进程
中，要融入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与‘大健康’理念同步并进，与
情趣化养生方式携手前行，体现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茶产业现
代化。它必须坚持开发适度、品
质优先、品牌优先、自然生产为
主的方针，保护茶山自然、修复
茶园生态，构建人、茶叶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茶产业创新发展之
路。”周国文说。

在现场，国家茶叶加工研究
院名誉院长于观亭、北京市茶业
协会会长白文祥等多位专家纷纷
寄语茶行业，要在锐意进取的同
时，脚踏实地，践行工匠精神，
扬长避短、抱团发展，为茶产业
现代化作出更多贡献。

茶业创新要打“组合拳”
——茶业创新发展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年复一年，寻茶福建，弹指
之间，已历经年。尤以闽北乌龙
茶最为令人着迷，武夷山水间孕
育出了众多极具特色的乌龙茶，
有着各自不同的韵味。

正值春夏之交，笔者再次踏
上茶旅，驱车前往建阳寻访乌龙
茶。闽北乌龙茶主产区，涵盖南
平市下辖的建瓯、建阳和武夷山
三大区域。此次将要奔赴的目的
地是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秦溪村
双狮历自然村，那是我们多年来
心心念想要寻访的高山水仙茶
村，向来在热爱闽北乌龙的茶友
中有着极高的声誉，却几乎不为
外界所知晓。

经由原建阳茶厂老厂长吴麟
先生的引荐，我们辗转联系上了
双狮历制茶技术能手余德荣先
生。当我们打通电话说明来意
时，他显然吃了一惊：“我在双
狮历啊！你们真的要来吗？”得
到了我们肯定的答复后，他发来
了定位，并细心询问了我们一行
的人数，周全体贴地考虑到要为
大家准备午饭。

在查看了导航推荐的路线
后，我们选择了县乡公路。常年
行走全国各大茶区，福建茶区的
路况足以让人称道。就如同我们
走的县道，有着不输于国道二级
公路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更
好，地基夯实，路面平整。加之
满目的青山绿水，车行其间，如
在画中游。

看导航的指引，路程只有
60 多公里，然而真的行走起
来，却要耗费两个多小时。进入
小湖镇秦溪村的地界，车辆开始
盘山而上，道路变得狭窄，与迎
面而来的一辆满载茶青的农用三
轮车交汇的瞬间，宽出车体的布
袋撞了一下我们越野车的后视
镜，几乎把后视镜的玻璃镜片撞
掉,也吓了我们一跳。

沿着山路往上爬，海拔越来
越高，一片云彩遮住太阳，刹那
间就让人感受到阴凉之意。在岔
向双狮历的路口，路边上伫立着
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一行字：

双狮历，水仙茶第一村。我们将车
辆停放在路边，倚着标志性的石刻
留下合影。

沿着村道往峡谷深处行驶，隔
着深深的沟壑，对面的山上伫立着
一座亭子，可见在这个茶乡山村生
活的人们颇有一番情趣。更让人深
感意外的是，对着亭子，还修造有
一座茶圣陆羽的雕像，可见热爱茶
文化的人们，早已经深入了这深山
更深处。

左转跨过小桥，继续左转一路
向前，山坳里、溪水畔，正是余德
荣先生的茶厂所在。如此深远的大
山中的小村庄，因了上好的水仙
茶，仍然吸引众多业内人士纷至沓
来。屋子里面高朋满座，正自轮番
试茶。主人招呼我们就座，拿来了
今春新制成的毛茶，烧水冲浸之
后，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独特山场风
韵，幽然的兰花香、细腻的滋味，
品过之后，让人心生由衷的赞叹。

在向主人提出想去看看双狮历
的老枞水仙茶园时，他面露难色地
婉拒了我们。此时正值茶季最忙的
时候，眼见着一车车茶青送进厂里
等待加工，他着实忙得难以脱身。
主人茶室的墙上挂满了荣誉证书，
其中有多次荣获建阳区制茶技术能
手的奖状，可见他有着非凡的制茶
技艺，我们品尝到的上好水仙茶，
也印证了这种判断。

辞别余德荣先生后驱车下山，
对大湖村水仙母树的探访，减轻了
我们的少许遗憾。闽北乌龙茶向以
水仙而闻名，却绝少有人知道水仙
的发源地。大湖村民为了方便寻茶
人的探访，将远处大山上的数株水
仙母树移栽在村后的山坳里。茶树
生机勃勃，叶片随风舞动，似乎在
诉说着久经风霜的芳华。

眼见天色渐晚，头顶的乌云也
越发低沉，不敢再耽搁，驱车前往
建阳城区，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
开车的方姗轻轻叫了一声：“下雨
了！”滴落在车窗玻璃上的雨水模
糊了视线，这茶季最叫人惆怅的雨
终是下了起来。

（作者系中华茶人联谊会理事、
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闽北游 寻水仙
马哲峰

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