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的庐山，云雾蒸蔚，茶叶新
芽从春雨中勃发。近年来，江西省九
江市濂溪区充分发挥近城区以及环庐
山的地理、生态、产业 和 人 文 优
势，把茶产业作为特色主导产业扶
持 发 展 。 濂 溪 区 政 协 按 照 区 委 部
署，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围绕茶产
业相关课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视
察监督、议事协商，不断助推濂溪
区茶产业做大做强。

“味浓性泼辣”，是朱德对庐山云
雾茶的赞誉，濂溪区作为庐山云雾茶
主产区，发展茶产业有着天然优势。

“全区现有128家茶叶经营主体，2家
国家级茶叶示范合作社、2个省级产
业园和2家省级龙头企业。区内共有

茶园8000亩，年产优质庐山云雾茶500
吨，综合产值达 3.6亿元。这些数字足
以说明茶产业早已成为濂溪区的特色产
业，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濂
溪区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曹贵娣介绍。

为积极践行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发展，加强茶产业与更多产业间
的行业共融、渠道共融，区政协切实用
好协商平台，就“坚持科技兴茶，促进
茶产业发展”课题开展调研，组织委员
积极建言。

“种质资源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
物质基础，庐山云雾茶作为历史名茶，
虽然产地覆盖环庐山，但群体种被稀
释，缺乏强有力的当家品种。”濂溪区
政协常委吴官峰提出，建立庐山云雾茶

种质资源保存机制。委员的建议及时得
到采纳，濂溪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强与
科技企业的深度战略合作，出台相关政
策，安排专项资金，培育了一批龙头企
业，打造了一批绿色生态示范茶园。同
时，与中国茶叶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
庐山云雾茶本地品种选育，育成国家级
茶树良种3个，结束了庐山云雾茶没有
本地良种的历史。

“我们每年组织专家开展茶叶评比
品鉴活动，对春茶品质和生产形势进
行科学分析，配合良种良法的种植模
式，茶叶产量和品质明显提升。”濂
溪区茶叶协会会长孔令健表示，“今
后将继续提高庐山云雾茶品牌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助力我区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
庐山云雾茶历史悠久，自东晋开

始就被列为朝廷贡茶，已有 1700 多年
历史，茶文化也源远流长。就如何发
扬茶文化，濂溪区政协提出了采用流
量效应，通过数字化转型迎来突破性
发展与创新的意见建议。“九江姑塘海
关是正在申报中的世界文化遗产——
中蒙俄‘万里茶道’上的重要遗产
点，是中国茶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历
史 见 证 ， 被 称 为 ‘ 万 里 茶 道 第 一
关’。”濂溪区政协委员、文广新旅局
副局长屈元洪娓娓道来。“我们将深
入挖掘濂溪区茶文化历史底蕴，突出
江西的本土特色和年轻群体视角，做
好茶文旅融合文章。”

“今年，区政协将‘做旺九江茶
市’列入重点协商议题，充分发挥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创新履职方式方法，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濂溪区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濂溪区政协
主席欧阳东振如是说。

（作者系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政协
办公室副主任、区政协委员）

春风送暖入濂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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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拾贝茗

业视点茶
茶论道煎

晨起，照旧洁具泡茶。一手
端起茶盘的刹那，发现一只茶杯
歪倒，另一手下意识去抢，不想茶
盘倾斜，几声脆响，顷刻间，常用
的白瓷盖碗、玻璃公道杯和青瓷
茶盏已四五分裂，散落一地……

我愣在原地。这些年，茶就
像我的一个老朋友，陪伴我工作
和生活。这个“意外”，让我有些
恍惚：全军覆没的决绝，抢而不及
的懊恼，大势已去的不舍，伴随着
与茶为伴的18年光阴，一起涌上
心头。

2006 年，因为工作的缘故，
我开始接触茶。那时候，作为茶
文化版的编辑，我主要负责文章
的初核校对，同时承担一项重要
任务：每周给版面栏目“茶问”提
出一个问题，由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原培训部主任陈楚平作答。与
茶，我那时不过一张白纸，问题很
多，但如何问得有普遍代表性又
有一定的专业性，也不是件简单
的事。为了这个“茶问”，我定期
去书店，把新近的茶书抱回家研
读。每周去北京马连道喝茶，在
一杯杯茶汤中，将书本上的茶还
原到眼耳鼻舌的丰富体验。

久而久之，茶这颗种子不知
不觉在我的世界里生了根。日常
与茶为伴，一人饮、众人品，时光
因之变得温暖而从容。外出旅
游，我喜欢去茶山走茶乡泡茶馆，
试着从一杯茶中感悟一个地域。
即便到了书店，我也会流连茶书
架，翻看那些新出的茶书，看看体
悟茶又有了哪些新角度。

饮茶如交友，越用心才能越
幸运。同一杯茶，不同的人，喝到
的感受千差万别。就像与朋友
交住，你越用心，越懂得她，她才
会给你更多正向回馈。与人一
样，茶有不同的性格，懂得欣赏，
是交往的基础。比如饮绿茶，要
欣赏她的清香、鲜甜，而不能苛求

其香气不够丰富，滋味不够丰满，因
为那原本就不是她的特点。比如大
口喝茶，喝的是随手端起的及时，熟
悉的踏实，解渴的畅快，而大可不必
苛求香气滋味的层次。

与人一样，茶还有不同的经历，
懂得共情，是交往的升华。从一片
叶子到杯中之饮，每一款的背后，浓
缩着当地的风土人情。如若茶有瑕
疵，你懂得她为何如此，还能用泡茶
手法发扬其长处，隐藏其缺陷，呈现
最好的她；如若碰到一款好茶，读懂
造物的神奇、季节的馈赠、茶人的智
慧，那杯茶，便不仅仅是感官的享
受，更是内心深处的感动。珍惜之
情、潸然泪下，也便不难理解。

饮茶如交友。有时候，她像座
富矿，越接触，越发现其博大。且不
说我国数千年茶文化的源远流长，
单就五彩缤纷的茶品种、千姿百态
的茶风味，就不得不让人生出“喝茶
喝到老，茶名记不了”的感慨，涵养
出谦虚、好学的品格。

有时候，她像个媒介，通过她，
可以快速消除疏离感，轻松找到同
类。茶桌一摆，茶香弥漫开来，一句

“请喝茶”，既是待客之道，也是打开
话匣子之门。俗话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爱茶人大多有着平和友
善、尊重包容的性格。

有时候，她又像面镜子，照见你，
不断帮助你成长。能不能冲泡好一
款茶，既照见你对茶的了解和认知，
冲泡的技巧，也照见你对茶的态度，
对人的态度。每一泡茶汤是否均匀
饱满，每一个茶友是否得到平等关
照，体现的都是泡茶者的修养。

再看那一地狼藉，又何尝不是我
的急躁与怠慢呢？这个老朋友，第一
次以这种决然的方式提醒我。

谷雨时节，正遇北京茶博会，琳
琅满目的茶具中，我还是挑选了熟悉
的、趁手的那几款，回来摆放在老地
方。我知道，不管工作、生活如何变
化，这个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我。

饮茶如交友
纪娟丽

谷雨当天，全国多地举办全
民饮茶日活动。这仿佛已经成为
这些爱茶城市近年来不约而同的
惯例。杨柳依依的春日里，干净
整洁的城市中，大大小小的茶摊
前男女老幼各自端着茶杯，在享
受着明前茶、雨前茶的香气。茶
杯之后，是一张张温润、舒爽的
笑脸；茶园里，是茶农们盼了一
冬的丰收喜悦。

有茶无处不美好，作为与茶
相伴几十年的人，对此，我深信
不疑。

我出生成长于边疆，儿时一
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喝奶茶的早餐
时光，是印在脑海中最深刻的生
命印记之一。桌旁的火炉上，大
茶壶的奶茶微微翻滚着，将茶香
送到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桌上
摆放着炒米、奶豆腐、羊肉、炸
果子等佐茶的美食；家人围在一
起，随斟随饮，随饮随聊。我们
的很多启蒙知识，就是在茶桌前
听爸爸讲来的，影响了一生。以
至于这样的早餐奶茶习惯至今
没变。

十几年前，我的工作中增加
了《茶经》版面的出版任务——
茶不仅成了生活，更是工作，与
茶相伴的日子，也多了很多使
命感。

于是，几乎日日品茶、月月
写茶、年年访茶，与茶学者、茶
爱好者、茶农、茶友约茶，更是
固定的社交。

去年报社 40 华诞，需要遴
选历年来版面上的茶文章出一本
书，一整理，居然发现不知不觉
中，《茶经》 居然刊出约 800 期
版面，有500万字之多！

翻看这些文字，一并回忆着
这十几年与茶共度的时光，多少
感动在其中——我们的脚步几乎
遍布国内所有的产茶区和有着饮
茶习俗的非产区，包括深山幽
谷、高原丘陵、雪域村落、边境
小城；我们关注六大茶类的生产
销售和推陈出新，关切 8000 万
茶农的精耕细作和悲欢生活，关
注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光
大，关心茶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茶产业的发展与振兴、茶科技的

创新和进步；我们采访过数以万计
的茶界权威、专家学者、茶农茶
商，其中有抢救性采访的几十位为
中国茶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耄耋老
茶人；也有数以百计的年轻茶人，
为中国茶的后续发展传递着希望。

500 万字，还记录了很多与茶
相伴的“反常规”的美好往事：比
如我们把茶文化公益讲座从小学开
到大学，从北京开到世界。我们曾
经为北大附中做了7个学期的公益
讲座，每周一次课，风雨无阻，真
的很不容易，但成果也相当明显。
比如我们曾策划并实施了海峡两岸
暨香港、澳门青少年走茶乡公益活
动，带领着来自港澳台和内地的数
十位大学生从福建乌龙茶乡到浙江
龙井茶乡，又到北京的老舍茶馆，
从悠久的中华茶文化中探寻共同的
民族记忆，凝聚血脉亲情。还比
如，我们的茶文章吸引了一众稳定
的读者，帮助他们爱上茶，甚至又
影响他们成长为茶文化的宣传者乃
至我们的作者……

有茶无处不美好。因为茶，我
最核心的工作经历中，更加接地
气、顾大 局 ， 去 感 受 民 生 喜 乐
——每一年的春茶长势、秋茶市
情，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走向世
界的每一步，都牵挂着我的心；
因为茶，我最精力充沛的中青年
时代，做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有意
义的事情——去给中小学的孩子
们讲茶，去给老外朋友们讲茶，
每一次讲出中国茶的魅力，我都
深 深 被 茶 感 动 ， 也 被 自 己 鼓 舞
着；因为茶，我最激情澎湃的岁
月中，结交了太多的好茶友，从
深山中的茶农到鞠躬尽瘁的茶科
学家，从勤恳为茶奔走的茶官员
到日日为茶钻研的制茶大师，从
初学茶的小朋友到手不离茶的老
茶客……

还有我们的工作团队以及身边
的好友，每一个人都从学茶、爱
茶，到最后自觉地传播茶。因为
茶 ， 我 们 三 观 更 合 ， 我 们 情 谊
更浓。

就如在这谷雨时节，在全民饮
茶日的热潮中，我们一拍即合地再
一次为中国茶执笔而呼。

有茶无处不美好。

有茶无处不美好
李寅峰

“叔叔，小朋友可以喝茶吗？”稚
嫩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引得众人
注意。

“当然可以啦！”工作人员笑着回
应，“小朋友，这是你的明前龙井。”

接过递来的茶水，小朋友一饮而
尽，嘴巴发出“哈”的一声。

“再来一杯！”众人哄堂大笑……
谷雨至，春已晚，4月的北京茶香

四溢。4月19日，“茶为国饮 品味茶
香 2024北京春茶节暨全民饮茶日”
于马连道正式启幕，来自北京各地的
茶企、茶商接踵而至。“大碗茶，二分
钱一碗，来了您呐！”“红心铁观音，越
喝越年轻！”“我想尝一杯！”各处展台
前不同年龄段、操着不同口音交流的
茶友络绎不绝，不时驻足停顿，品鉴
新茶。

新包装：“老铁”有话说

“来一杯，老铁！”展台前，安溪德
峰茶业负责人王文彬正招呼着来往茶
友，“‘老铁’们您别急，这里的‘老铁’
还有我们的铁观音。”话音刚落，来往
茶友便纷纷上前，好奇地打量起面前
印有“浓香老铁”字样，外形酷似奶茶
杯的饮品。

“白酒区分不同的香型，我们铁观
音也有浓香、清香、陈香之别。”王文彬
介绍，这款新品铁观音以谐音“老铁”
命名。浓香型“老铁”选用安溪西坪镇
2016 年年份的铁观音，色泽乌暗、油

润，口感醇厚，甜味感强。“当下咖啡、奶茶已经成为广大年轻人生活
的必需品，我们希望创新茶叶文化、包装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也爱
上饮茶，爱上茶文化。”

“浓香老铁也叫掼蛋茶。”王文彬笑着说，掼蛋作为一种扑克游戏
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娱乐方式，他们专门为此开发了特定
茶饮。“掼蛋茶采用经典便携塑料杯装配，可以随时随地、现泡现喝，
希望它可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解渴之物。”

“前几天刚喝完‘酱香拿铁’，没想到今天又喝上了‘浓香老铁’。”
一位青年茶友兴奋地说，“我打算多买几杯，回去和朋友们一起打掼
蛋，喝‘老铁’。”

新媒体：科普茶文化

“扫码了解茶叶泡服方法、茶叶知识科普！”在众茶商与茶客议论
声中，一道声音在人群中格外洪亮。在北京启元茶叶公司的展台上，
摆放着一册册茶叶泡服科普手册，公司负责人张天植说，“喝茶喝的
不仅仅是茶水，这背后的种茶、采茶、制茶甚至茶叶的保养、泡服都是
学问。”

一直以来，自幼酷爱饮茶的北京青年张天植就致力于探究中国
茶文化，“我在大学期间学习了新媒体专业，一毕业就来到了启元工
作，希望能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推广茶文化，振兴老茶企。”通过抖
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张天植和同事们一起制作了夏日茶饮
自制教学、茶叶泡服科普、茶叶家庭贮存百科全书等新媒体视频、文
章，在今年春茶节上得到了新老茶友们的广泛关注。

“小叶茉莉花茶是我们的主打产品，行气解郁，清热解暑，不仅老
一辈北京人对它情有独钟，我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这
口香甜的茉莉花茶，甚至因此研究起了茶文化。”张天植介绍，尽管如
此，茶具如何使用，泡茶水温多少、时间长短、冲泡次数等对于许多刚
接触茶叶的年轻人来说仍是“入行门槛”，“陶器保真，瓷器味醇，沸滚
起泡，水温七八十度……泡茶其实没有那么难，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
科普内容让茶文化在年轻人群体中流行起来。”

新产品：茶酒交响乐

雪克壶、红酒杯、量酒器，茶壶、茶盏、盖碗……一边是晶莹剔透
的西式酒杯、基酒，另一边是古色古香的中式茶具、茶叶。摇混、搅
拌、点缀，不一会儿一杯融合了茶与酒的新式茶饮就做好了，“欢迎大
家亲自上手，制作自己的‘酒茶’！”北京东方国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国家一级茶艺技师熊志惠向茶友们热情地招呼着。

“太神奇了，喝过奶茶、奶咖，还是第一次体验到专属于自己的
‘酒茶’！”来自天津的大学生穆玄烨在熊志惠的帮助下成功制作了一
杯属于自己的“酒茶”，“我选择了伏特加、金酒搭配铁观音和牛奶。
入口口感非常绵密，茶水的味道很好地中和了酒水的烈感，只剩淡淡
的茶香气味回荡在嘴里，我也可以喝伏特加了，太惊艳了！”

“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熊志惠
说，“不同的茶叶具有不同的气味，不同的酒水也有不同的口感，做
茶，我主张自己玩，通过各种基酒、牛奶、茶水，甚至是花瓣打造自己
的专属饮品，定制自己的‘心情’。”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熊志惠认为品茶不仅代表
一种生活品质，更应该表达出自己的生活态度。“世上的饮料有千百
种，但批量生产的味道趋同，制作出能够代表个人气质的茶饮，是一
件非常浪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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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 月是春茶上市的高峰，在茶区
“群芳争艳”之际，“靓招”频出的茶博会同样
在全国各地争相上演。

似是抱有心有灵犀的默契，不少茶博会
都选在了谷雨——4月19日这一天启幕。在
销区北京，第16届北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
会“寄”出邀请函，全国优秀茶叶茶具品牌汇
聚一堂，让北方销区的茶友一站品个够；在远
在千里之遥的产区云南，第十六届中国云南
普洱茶国际博览交易会隔空“赴约”，佳茗雅
器荟萃，以多元的创新方式，尽显茶行业发展
的“热辣滚烫”……怪不得参展观众纷纷感
慨，置身现场，自己的爱茶DNA不动都难。

四溢茶香，闲庭信步，人们发现茶博会妙
整“花活”、实力“宠粉”，将茶的多重体验搬至
现场：它，可以是原汁原味的“昆明老茶馆”，
说书人一袭长衫，一拍醒木，故事如潮涌般娓
娓道来，游客沉浸在沁满普洱茶香的市井小
巷，在“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束语中意犹未尽；
它，可以是德昂族的酸茶、白族的“三道茶”，
当地的茶农、茶艺师穿上最隆重的民族服饰，
手把手地教过往游客烤罐茶、制酸茶，让大家
身临其境地体验少数民族婚庆、节日的待客
茶礼；它，甚至可以走出展馆，来一趟“中国茶
海——十二时辰”，从“穿越茶海”马拉松比赛
到“中国茶海”音乐会、掼蛋比赛，茶既是主
角，又是配角，融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品茗论道，亦是茶博会的年度“重头
戏”，今年的主题则聚焦产业中最具流量的
话题展开，直播带货、调饮茶等热词频频见

诸“茶话会”现场，传统茶饮与新式茶饮的对
话、云茶电商推介和直播带货、中国调茶师
技能大赛、遇见新茶饮等活动轮番登场，与
各类品牌推介会形成合力，让参展观众耳目
一新，不同维度和多元角度的呈现，不仅提
升了茶产品在他们心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更掀起了市场销售的新热度。

来茶博会，还可以打卡“未来科技风”，
品着逛着，就有可能和数个“各显神通”的机
器人不期而遇：这里有高原山地采茶机器
人，不仅能识别出茶树上的一芽两叶，还能
在智能化控制系统打造的“大脑”驱动下，通
过模仿人体手臂的动作精准采下茶叶；这里
有智慧互动——机器人茶艺展示平台，接受
指令后，搭载末端夹爪的机械臂，可以像人
手一样，灵活地抓起茶壶、茶杯，注水、泡茶，
一 套 动 作 行 云 流 水 ；此 时 ，传 茶“ 店 小
二”——AI机器人接续上线，将一杯杯茶汤
浓度恰到好处的香茗送到观众手中……

如此这般，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
茶”统筹理念化作各种具象的场景、实践、故
事，凝聚起了茶博会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
内核连同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引得无数海
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他们在品饮与交谈间，
渐渐读懂了中国茶。

在业界，不少地方提出打造“永不落幕
的茶博会”这一宣传语，这句响亮的口号，何
尝不是一句承诺、一份自信、一种期盼？他
们仿佛在齐声高呼：富有生命力的茶永不凋
零，茶的故事，时时有新意，永远在路上！

“永不落幕”的茶博会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茶，无论是身在山间，还是身在御园，
只要茶汤凝香悠远，便自然会有赏味之人。”
这是电视剧《梦华录》中富有哲理的一句经
典台词，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六届北京茶博会
上，记者深刻体会到了山间茶的香远益清。

与往年各大知名茶品牌争奇斗艳不同，
本届茶博会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一些产地、
品牌小而美的茶，引得茶客纷纷驻足品茗。

湖北恩施常以恩施玉露出名，而咸丰县
带来的区域公用品牌“咸丰白茶”，在此次茶
博会上大放异彩。若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六大
茶类划分，咸丰白茶并不是经白茶工艺制作
而成，实际上属于温度敏感型的绿茶品类。

“这种茶在气温23℃以下时，发出的嫩
芽为纯白色，气温高于23℃时，嫩芽慢慢变
为绿色。所以又叫‘白化茶’。”中国农业国
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副会长刘桂才告
诉记者，与其类似的还有安吉白茶、溧阳白
茶、正安白茶、资溪白茶、奉节白茶等。

“这茶的样子好奇怪，为什么白花花的？”
“但是喝起来好甜，是什么茶？”
在藤茶展位前，不乏如此发问的茶客。

湖北省来凤县副县长向峰担纲来凤藤茶代

言人，向往来茶客介绍这款与众不同的茶：
藤茶的采摘原料不是茶树，而是产于湖南、
湖北等地一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植物，学名为

“茅岩莓”，又名“土家神茶”“神仙草”。来凤
县是“中国藤茶之乡”，当地土苗儿女以“藤”
为茶饮，已有千年历史。

展会上，品饮藤茶有一个特殊的步骤，
就是在喝完杯中茶水后，摊主会立刻递上一
杯白水，饮下去回甘生津，从舌根蔓延至整
个口腔的甜感鲜明浓郁。而让藤茶呈现所
谓“白花花”的白霜，则是附着在叶子表面的
一种天然蛋白酶，其中黄酮含量很高，有杀
菌抗炎、清热解毒的作用。

其实，咸丰白茶和来凤藤茶不仅是此次
茶博会上的小众茶亮点，更是农业农村部重
点帮扶的脱贫地区品牌。“支持脱贫地区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着
力点，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中国农业国际合
作促进会名誉会长翟虎渠表示，今后会一如
既往支持和助力脱贫地区品牌培育和打造，
也希望能看到更多小众茶走入大众视野，真
正实现中国茶的香远益清。

北京茶博会：

“小”众茶“大”价值
本报记者 李冰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