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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解惑茶

茶之路兴

茶人老

又是一年秋来到，丰收的时节到
了。8月 28日，福建省古田县鹤塘明
艳茶叶专业合作社“绿色大循环 茶
豆菌大融合”10周年活动正式启动。
作为该合作社领头人、全国青联常委、
古田县政协常委余海燕非常激动。

“10年间，我们从一个普通家庭
作坊式到合作社，又延伸至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我不仅带领团队多次
获国赛、省赛大奖，个人也获得‘全国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乡村致富
带头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
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但比起这些，更让我自豪的是，我们给
家乡父老带来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生活
改变。”向记者展示着合作社的成果，
余海燕言语中都是幸福。

也难怪年轻的她如此自豪和幸
福，这个未至不惑之年的姑娘，从20
多岁开始，离开城市一头扎回老区的
故乡，带领村民种茶、种菇，并不断创
新生产和经营模式，最终走上共同富
裕道路。短短10年间，合作社已经吸
收208户村民入股，茶园规模扩展至
2000多亩，促进农民增收创产值超千
万元。“我们在偏远山区还创办了农业
农村局的农民田间学校，帮助300余
名村民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
书。合作社农忙时节让160名农村妇
女实现家门口就业，每人每天收入
150元。合作社每年结对帮扶14位有
生活困难的母亲，保证她们在合作社
务工年收入达6000元以上……”

此次合作社成立10周年的活动
中，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党建处、科研
处、茶科所、作物所、食用菌所、数字所
等多位领导及专家到场祝贺，余海燕

说，他们也是自己非常想感谢的人。“我
能以青春之际在乡野里坚持10年，离不
开这些农业专家的支持。”余海燕说，合
作社最引以为傲的“茶-菌-肥-茶”和

“茶-菌-豆-肥”生产模式，就是在这些
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两种模
式惠及古田老区诸多乡亲。

“茶-菌-肥-茶”，就是把茶的有机
副产物用在食用菌栽培上，再把茶菌渣
返回茶园利用，替代有机肥生产绿色食
品茶；“茶-菌-豆-肥”则是在其基础上
增加了大豆种植的循环参与。余海燕说，
两种技术模式大大提高生产效益。以

“茶-菌-肥-茶”为例，能够促进食用菌
增产提质、降本增效20%以上，降低食
用菌耗材用量30%以上，减少茶园化肥
用量10%。

在合作社成立10年座谈会上，各研
究所研究员就各自的技术成果、经验做
法进行交流分享，余海燕也娓娓道来在
大家的支持下，明艳合作社10年来对环
境友好良性循环生产付出的努力。

“奋斗后收获了累累硕果是喜悦和
幸福的，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更美好的
期待。”余海燕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者，
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今后，在奋斗
创业的道路上，身为基层青年企业代表，
她会秉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
在发展壮大事业的同时，更自觉地深入
基层、倾听民声，把自身发展与时代步伐
紧密结合。“我希望不论是合作社，还是
将来成立的公司平台，都能够带领乡亲
走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全力探索闽东老
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我的创业宣言是‘青春浇灌斑斓
土，扎根家乡勤作为’，我很庆幸，这10
年，我做到了！”余海燕说。

全国青联常委、福建省古田县政协常委余海燕：

合作社十年路 青春梦富一方
本报记者 李寅峰

炎炎夏日，酷热难耐，应宗真兄之
约到他老家福建永泰同安走走，避避
暑气，体验下茶旅，看看新农村建设。8
月份当地气温只有20多摄氏度，这着
实是莫大的诱惑。加上澳门疫情封控
近两个月，也正想找机会出去透透气，
解禁后迅速处理好手上积压的部分工
作，即刻成行。

从长乐机场到同安，大致一个半
小时。沿着盘山公路行走，感觉似曾相
识，真像是在回故乡。第二天一早，我
们来到福建卢峰茶业草木谷基地，在
海拔 800 米高的茶山上凭栏远望，山
峦蜿蜒绵亘，云雾萦绕其间，炊烟袅袅
升起，满目尽是诗情画意。人在青山绿
水间，与草木相依，同大自然融为一
体，孕育出世上最浓郁的茶香。

身处草木谷的茶室，轻抿一口，
清香缭绕于唇齿间，继而往内往深流
淌，沁人心肺。把“茶”字拆分开来看，
就是人在草木间，这也道出了“天人
合一”的自然境界。在一盏盏清甘隽
永的茶汤中，品味到了历久弥新的

“茶韵”。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经》有云“茶

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画卷，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
近代以来，澳门不仅为茶叶出口之桥
梁，还为欧洲派出茶农，让茶文化跨越
国界，进入欧洲平常百姓家。

一茶一世界，一叶一追寻。如今，
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粗放式的茶叶
批发模式在市场上已不占据优势，茶
旅融合成为文旅经济的新形态和重要
支撑，茶叶这片小小的“绿叶子”已经
成为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的

“金叶子”。
福建是茶叶大省。2021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叮嘱乡亲
们，“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这篇大文章”。在福建工作期间，更
是多次为当地振兴茶产业谋篇布局，
使茶产业成为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抓手。

永泰产茶历史悠久，早在唐代，永
泰就有生产佳茗记载，明洪武年间“永
泰细茶”成了贡品。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永泰绿茶曾远销大江南北，成为全
国茶叶市场的一匹“黑马”。

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同安镇正
在推行的“茶旅融合”，不是两个产业
的简单结合，而是以茶为载体，以茶园
观光、茶叶采摘、炒制、品饮、风俗体验
为内容，以精品旅游为抓手，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
为目标的系统工程。

以卢峰茶业为例，2019 年以来，卢
峰茶业联合台湾团队，将观光体验、购物
娱乐、休闲度假融入茶产业链，打造闽台
茶文化艺术中心、与自然对话的天文基
地、木屋民宿等等，把原来简单的、传统
的茶开发成茶饮料、茶膳食，让游客得以
在此驻留，品味永泰的好山好水，探索茶
旅融合的新发展模式。这不仅是带动群
众增收的典型，也是闽台合作助力乡村
振兴的样板。

草木有情，以茶为媒，以茶会友，感
受永泰茶叶和好山好水的独特魅力的同
时，我们也看到了一群生气勃勃的有志
青年，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以青春之
名，赴家乡之约，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实
干担当，着实令人欣喜，也是永泰之行的
意外收获。

（作者系澳门特区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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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和熊掌可兼得

中国绿茶云集，如何让鲜叶增
香，在激烈竞争中被消费者记住，浙
江省龙游县的茶农被这个问题难住
了。施海根正是为此事而来。

“在这方面，我们有成熟的鲜
叶做香的经验可以传授。”2009
年，科研攻关了一辈子的施海根被
第一次返聘，他起草上报的一项科
技部的项目，正是关于花香型蒸碎
茶的研究。

“中国有六大茶类，因加工工
艺、技术参数、氧化程度而不同，每
种茶类的工艺都有非常独到的地
方。乌龙茶的做青工艺，就对鲜叶
的香气产生起到作用，使得茶叶花
香明显。为此，我先后5次到广东
凤凰单丛的乌岽山去学习加工技
术。当时，我就畅想，如果把乌龙茶
的工艺，放在绿茶的加工上，形成花
香型绿茶，那就不得了了！”

但茶类间的鸿沟岂是那么轻易
跨越，单是先天条件便已成为拦路
虎。“乌龙茶的发酵度在 5%－
80%，绿茶的发酵程度则为0。我
们既要形成花香，又要保证绿茶清
汤绿叶的特征，这样‘鱼和熊掌’都
要兼得并不容易。”但科研就是要实
现零的突破，施海根带着5个研究
生，锲而不舍地开始钻研这一课题，
在无数次试验过后，终获成功。

来自四川、安徽、浙江等地的大
量茶企因此受益。“浙江老茶缘茶叶
研究中心在四川乐山有专项对接的
帮扶项目，我作为中心的老专家，曾
连续10年到当地去指导。”施海根
介绍，他们的茶叶存在一个问题，由
于特殊的气候条件，茶叶入口非常
苦。“我在当地推广了鲜叶做香的技
术，通过乌龙茶鲜叶处理的方法，让
茶 青 中

苦的成分——茶多酚得以转化，顺
利解决了川茶出川存在的苦涩偏
浓、香味偏淡等问题，成功研制生产
出‘李家山302’银龄绿茶等，突显
了‘扁平直滑、嫩绿油润、清香高长、
鲜醇甘爽’的独特风格。现如今，银
龄茶在江浙等地得以推广，正在走
向全国市场。”

天方夜谭成现实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施海根
总能让茶界惊喜，很多旁人看来

属于天方夜谭的创意，在他
这里都得以实现。

他的第二次返聘，
就再度创下惊人之
举——做茶酒。

“我们研制
了这么多深加
工的产品，我
认为最成功的
就是茶酒。它
现 在 创 造 的
市场价值有几
十亿元，真正
成为推动产业
发展的一把金
钥匙。”施海根
说。

在研究项目启
动前，中茶院曾给他

定过三个“硬指标”：41度以上；白
酒，不能有茶的颜色；不能上脑，对
肝脏有损伤。

要满足这些条件并不容易，施
海根带领团队一埋头实干又是整整
5年。“为了验证效果，我们和国内
上好的白酒做对比试验，给小白鼠
灌酒，每只一次 10毫升。研究发
现，喝茶酒的小白鼠醒得很快。‘饮
酒’一个月后，对它们进行解剖观
测，发现茶酒对其肝脏对损失几乎
为零。”

古人云，自古茶酒不分家。没
想到，他竟然在当代社会实现了以
茶来酿酒，又让梦想照进现实。

当记者问及他数十年如一日科
研的动力时，施海根脱口而出：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人类总得不
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那种停止
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
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段
话他牢记在心，已可以完整背诵。

“人类在生产斗争和科研试验当中，
就应该这样，不断地发明创造、永不
止步。”

跋山涉水鉴真理

这样的信条贯穿着施海根的科
研生涯，从刚从事茶行业那会儿，他
便是这样的习惯，对博大精深的茶
世界满怀好奇，对书本上既定的结
论也抱有科学印证的态度。

他和自己的老师、茶界泰斗庄
晚芳先生便曾发生过一则小插曲。
那一天，从西双版纳出差回来的施
海根，风风火火地来找庄先生。他
跋涉千里，背回了一个圆滚滚的大
物件——一棵古茶树的横截面。这
是他特意请当地茶农锯来的。

“老师，您上课时讲过，茶树是
没有年轮的。您看，我背回来一段，
它的年轮非常明显！”

庄先生一看，果然如此，他笑骂
道：“你这小子，很动脑筋。能够举
一反三，有所发现。”

在当地，施海根确实还有新发
现。“在西双版纳，直径二三十厘
米的茶树到处都是，不仅有野生型
茶树，还有栽培型茶树。”为此，
他在“中国是茶叶发源地”的基础
上，再次论证了一个观点：中国是
最早发现茶树，也是最早加工利用
茶叶的国家。至今，这一观点已得
到世界茶人的认可，并在社会广泛
传播。

庐山云雾十七载

由于业务功底扎实，施海根在
浙江农业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学成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庐山

植物园工作，成为该校自建校以来
进入中科院的第一人。

1965年9月22日，施海根永远
记得这一天，自此他将人生宝贵的
17年，都贡献给了庐山云雾茶。

到岗第二天，一个艰巨的任务
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原来，国务院
办公厅发来文件，要他们提供50斤
庐山云雾茶作为会议的招待用茶。

“领导问我：你是大学生，又是学茶
的，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施海根
立刻跑去茶园，这一看，笑着说，心
里有了底。“芽头长得特别好，密密
麻麻的都是粗壮的芽头。”

“我能行！”“我们相信你！”于
是，整个植物园上百人的员工都停
下手上的工作，开始配合施海根进
行庐山云雾茶的采制工作。“我教他
们怎么采摘一芽一叶，教工人一起
炒制。没想到，制好的秋茶这么香，
身披白毫，非常漂亮。”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国务院办
公厅的文件年年都来，所需数量也
从50斤上涨到100斤。“我在那里
的 17年，从未停止过。”施海根笑
着说，“为了配合生产任务，九江市
公安局每年还会给我 20吨尿素，
这在当时可不得了。但我没有直
接施用在茶园里，而是和老百姓换
菜饼，将菜饼粉碎在茶园。到了下
半年，我们又去割茅草，在茶垄间
铺上厚厚一层，既可以防寒，又可
以防水土流失。”

施海根的实践，不仅推动了当
地加工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将
生态茶园的理念早早地植根在当地
茶农心中。

光阴故事在书写

“学成匡庐云雾中，名茶结伴
终身行。加工深度钻研细，硕果
丰盈众口夸。图谱说茶书两部，
论文谈理笔生花。夫妻共建功与
业，吴学弘扬老不暇。”浙江一位
熟识的朋友，曾用一首诗这样评
价施海根。

这首诗透露了一个温馨的小细
节。施海根和自己的老伴张若梅，
正是一对儿茶叶伉俪。“她是学药用
植物的，也很爱茶。我们一起研究、
申报课题，我俩的很多研究成果都
是围着茶在转。我的儿女也爱喝
茶，他们喝茶要求很高，茶具都是更
潮流的。”施海根笑着说，茶这片树
叶，早已从工作走入家庭，见证了他
的点滴岁月。

书写茶的故事，施海根用了自己
的一辈子，他参与研究课题无数，获
得奖项无数，所获的幸福感更是难以
言喻。“茶，早已融进我的骨髓里。它
是我的一切！”他不疾不徐，笑声朗
朗，这般性格，也正是茶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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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人留下的诗句来看，他们爱
酒胜过爱茶，常常是在酩酊之后，才
想起用茶作为解酒之物。“酒渴漫思
茶”，很显然，酒是首选，茶为备用。

整理出版《红楼梦》的清代学者
高鹗，写有一首《茶》诗：“瓦铫煮
春雪，淡香生古瓷。晴窗分乳后，寒
夜客来时。漱齿浓消酒，浇胸清入
诗。樵青与孤鹤，风味尔偏宜。”这
首诗化用了很多前人的诗意，包括酒
后以茶漱口、解酒，也早是古人普遍
形成的“共识”。

饮茶之风兴盛于唐，以写诗见长
的唐代文人留下许多写茶的诗篇，其
中就有大量的因酒思茶的句子。郑谷
在《峡中尝茶》一诗中写有：“鹿门
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崔
道融在《谢朱常侍寄贶蜀茶》中说得
更直白：“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
轻欲上天。”李德裕《忆茗芽》诗中
也认为茶可解酒：“谷中春日暖，渐
忆掇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销醉客
酲。”可以看出，他们先是酒徒，后

为茶客。其中茶酒“兼优”最著名
的，估计要数白居易。

白居易爱饮酒在圈内人尽皆知，
朋友们知道他嗜酒，就经常寄茶叶
来，让他醉后用来解酒，保重身体。
白居易收到茶叶，会习惯性地写诗记
录，如《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
郎中寄新蜀茶》等等。

白居易是个清廉的人，当年他在
杭州刺史任上离职时，只带走了一片
天竺山的石头作纪念。但他对朋友寄
来的茶叶却毫不推辞，他知道自己需
要茶叶：“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
深酒渴人”。

在白居易的茶酒诗中出现最多的
人是杨同州，《和杨同州寒食乾坑会后
闻杨工部欲到知予与工部有宿酲》一

诗中，记录了白居易醉后仍不忘要茶
喝的状态：“夜饮归常晚，朝眠起更迟。
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读来仿佛
看到他醉态可掬，伸手要茶的画面。

《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一诗中的白
居易也是宿醉未醒：“昨晚饮太多，嵬
峨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移时睡。
睡足摩挲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
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绿阴树，斑驳青
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
瓯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麹尘香，花
浮鱼眼沸。盛来有佳色，咽罢馀芳气。
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他昨晚喝
醉，今天饭后仍有困意，一觉醒来，找
个地方，自己亲自动手，煮的是杨同州
送的茶，终于把自己喝得酒意全无、神
清气爽。诗中的杨慕巢就是杨同州，是

白居易的妻舅。
唐以后，诗人们继续以茶解酒。

宋代苏轼说，“酒困路长惟欲睡，日
高人渴漫思茶。”明吴宽更胜前辈，
他说自己“汤翁爱茶亦爱酒，不数三
千并五斗”。

喝茶到底能不能解酒？喝水能加
快身体内的酒精代谢，酒后喝茶应当
有解酒的效果，只是今天人们普遍认
为酒后饮茶会损害肾脏，特别是浓
茶。所以，还是少喝酒、多喝茶。

“寒夜客来茶当酒”，也挺好。
当然，古代也有坚持爱茶不爱酒

的，著名的皎然大师就用心良苦地开
示：“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酒渴漫思茶
张治毅

近日，茶友圈流传这样一张照片。在
茶叶加工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指
着面前的一款茶样，正在神情专注地讲
解着。他身边的年轻人听得入迷，也纷纷
探过头来，竟在不知不觉间围拢成密不
透风的一小圈。有人按下快门，定格住了
这幅令人动容的乡间“师生图景”。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老人已 82
岁高龄，与在场的大多数人并不相识。
他乘车1小时赶赴茶山，只是听闻当地
在制茶时遭遇瓶颈。

“明年开春，我一定再来，手把手
地教你们怎么做茶！”临别时，这位耄
耋之年的科技特派员笑着和大家约定。
看来，他又要带“徒”了。事茶半辈
子，走遍各茶区，已是桃李满天下。

他，就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国家一级评茶师、茶叶加工大师，
被两次返聘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
州茶叶研究院研究员施海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