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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进入冬令，温暖是一种蓄力。
福鼎，闽浙边界的江南小城，刚过大雪节气，寒

风一阵一阵，冷雨扑面而来，虽然有烟雨朦胧之美，
但毕竟是湿冷的，心情被雨雪浸泡过，也是湿冷的。

我们温暖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成为一个
能够奉献温暖的人。而茶，就有这样的品质。而我
们相信，每一位真心喜欢茶的人，也有这样的品格。

冬天的你，能有哪些快乐呢？在福鼎，我想，温
米酒、煮老白茶是最好不过了，米酒能暖身，但多喝
会醉，伤身；唯有老白茶一杯，慢慢喝，慢慢品，端着
茶杯，暖手；喝下茶水，暖心。在白茶时间茶书院小
坐，耳边是清雅的歌曲，眼前是暖色的小屋，心情是
平静的，总能忘记季节的纷纷扰扰，让人安静下来。

朱权在《茶谱》中指出，茶与人有三重功效：“一
曰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二曰可以伏睡魔而天地
忘形，三曰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了然茶的天性，
给人以体悟，用什么烹，在哪儿喝，都不必拘泥。

约三五友人、起一炭炉、摆几盏老茶。倏尔烟火
起，茶香四溢，饮一口留香唇齿，听一声落雪敲竹，看
一场天地离合，叹一句今我来思。掌中端一盏温热，
目中揽一片清冷，另得一句“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
青竹变琼枝”，无不写尽岁寒里的人间清趣。

围炉煮茶就是这样，冷了，可以喝出温暖，提振
精气神；热了，可以喝出凉快，正是心静自然凉。一
些智慧的人，还能领悟禅茶一味的道理来。茶的滋
味，大多是苦的，可是，一转眼工夫，茶变成了一股甘
甜留在你的味蕾。所谓苦与乐的交替，冷与暖的变
化，皆在一壶茶之中。

三五好友往来，谈笑间，摆起杯碟，点起炭火，生
起炉烟，就此围炉夜话。笑忘繁华，不言俗事，说理
论道，享一世清欢，其后不过是抚琴弈棋罢了。

暖炉可聚心，何惧世道凉。也因有茶，让大家忘
记寒冷，静静地坐在一起，谈谈这即将过去一年的感
受，聊聊对新年的新憧憬。所谓万家灯火时，无非就
是这样惬意而温柔的时光。家庭温暖了，我们才能感
受到这个尘世更多的暖意。当这份时光融入记忆，在
未来的冬日，偶尔想起，便如一阵暖流在心中泛起。

冬天的美，总像“羞答答的玫瑰”，藏着掖着，但
最后还是要暴露出来。其实，只要你用心去发现，只
是喝一杯茶的功夫，冬天的美也就挤进了心灵。

忙里偷闲，喝茶去吧。老白茶，温暖着年复一年
的冬天，而我们想要温暖的，则是全部的岁月。

□ 白茶时间

11月30日至12月2日，以“绿色发展，白
茶有福，世界共享”为主题的 2022 国际白茶
论坛在福鼎举办。开幕式上，国际茶叶委员
会分别授予福鼎市“世界白茶发源地”“世界
白茶文化产业科技中心”称号。

据悉，2022 国际白茶论坛由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办，设开幕
式、国际白茶论坛、“三茶”统筹企业家沙龙、
福鼎白茶精品茶展和茶乡之旅等主题活动。
来自俄罗斯、印度、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
亚1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者、茶业协会代表以
及国内外茶叶品牌精英代表齐聚大美福鼎，
以茶会友，共话茶业发展大计。

八方来聚八方来聚 共享茶业盛会共享茶业盛会

12 月 1 日上午，2022 国际白茶论坛正式
开幕。活动现场喜气洋洋，福鼎民俗表演节
目轮番上演，喜迎远方到来的客人。

开幕式上，国际茶叶委员会分别授予福
鼎市“世界白茶发源地”“世界白茶文化产业
科技中心”称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宁

德市诚信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绍据向来宾们
推介福鼎白茶办公用茶。

2021 年，福鼎白茶产量 3.4 万吨，占全国
白茶产量的 45%，从原来的小众茶类一跃成
为茶界中的新星，带动了白茶市场的整体提
升。福鼎白茶作为中国白茶行业标杆，国际
知名度和美誉度日益提升，受到各国消费者
青睐。

“福鼎是中国白茶原产地、中国白茶之
乡，享有‘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
鼎’的美誉。近年来，福鼎坚持围绕‘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持续推
进基地化生态茶园和信息化可追溯体系建
设，开启‘世界白茶中心’项目，白茶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不断提
升。”福鼎市委书记林青在致辞中向各位来
宾、茶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真诚希望国
内外专家学者和茶人朋友们多为福鼎茶产
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建议，共享这份绿色红
利、共闯这片发展蓝海、共同助力福鼎白茶
走向世界。

记者获悉，福鼎将在中心城区规划选址

建设“世界白茶中心”，总体规划面积约40平
方公里，涵盖白茶交易、仓储、研发、智造、金
融以及文化展示等功能，创新融合互联网茶
世界和实体茶世界。建成后，将作为“主引
擎”带动全产业链发展，成为福鼎走向世界、
享誉全球的世界白茶地标。

以茶为媒，品茶论道。活动当天，主办方
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和行业组织负责人参
加国际白茶论坛，为国际白茶产业发展把脉
定向，探讨促进国际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思路及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论坛上，福建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原主任、国家特色茶学专业带头人杨江帆围
绕“福鼎白茶市场与品牌的溢出效应”，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林智围绕“白
茶主要化学成分与保健功能”，中华文化促
进会副主席、万里茶道协作体执行主席郭杰
围绕“茶文化助力白茶产业发展”，中国茶叶
学会副理事长、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孙威江围
绕“福鼎白茶绿色高质量发展”分别作主题
演讲。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发布了国际白茶
《福鼎共识》。文章指出，白茶功效成分丰富、
保健作用突显、科技赋能显著。中国白茶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品牌崛起迅速，产品备受青
睐，成为行业亮眼的名片，迈入重要的发展机
遇期。福鼎作为世界白茶发源地，以其独有
的茶资源禀赋，源远的茶文化底蕴，雄厚的茶
产业实力，肩负着引领中国白茶产业繁荣发
展、打造智慧创新世界白茶新高地的责任和
使命。

活动期间，主办方举行“三茶”统筹企业
家沙龙。八马茶业、北京小罐茶、浙江省茶叶
集团、杭州艺福堂等一批国内著名的多品类
茶叶品牌精英代表，以及竹叶青、春伦、正山
堂、品品香等一批著名的单品类茶叶品牌精
英代表齐聚一堂，畅谈茶产业的品牌建设、科
技研发、产业融合发展等，为国际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出谋献策。

结缘山海结缘山海 领略茶乡魅力领略茶乡魅力

福鼎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处于闽浙交界
地区，其独特的海拔、地势、土壤和气候环境，
具有适宜白茶生产的自然条件。清代福鼎先
民从绿雪芽原始母株引种，成功培育了福鼎大
白和福鼎大毫两个品种。经过长期探索，福鼎
茶人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白茶种植和加工技
艺。福鼎白茶与其他茶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
既讲古法，又靠天成，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智慧。这种智慧充分体现在福鼎白
茶的采摘选材、加工制作和贮存工艺中。

12月2 日，主办方邀请领导嘉宾、国际友
人前往六妙白茶庄园、博物馆，太姥山绿雪芽
庄园、品品香双岳新厂区、潮云岛公园等地考
察福鼎白茶传统制茶技艺非遗项目、白茶始
祖文化、生态茶园管理和现代茶叶标准化生
产车间。

活动期间，大家还参观了福鼎白茶传统
制茶技艺非遗精品茶展。在实地考察中，福
鼎白茶作为国际白茶行业代表，展现了其在
茶园管理、加工生产、品牌打造等方面的行业
表率作用。

近年来，福鼎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为契机，立足资源、区位、生态、品牌、资金、
文化等特色，统筹“三茶”发展，全面推进“中

国白茶高效生态生产示范区、中国白茶加工
贸易引领区、全国智慧茶产业创新先行区、全
国茶旅融合发展样板区”建设。

多措并举，擦亮“金名片”。福鼎市通过
开展基地化生态茶园、信息化可追溯体系、茶
业数字化建设，在全国首创福鼎白茶大数据
溯源平台，推进福鼎白茶智慧茶园监控、

“8K+5G”高清视频系统连接央视专线和福鼎
白茶茶园立体气象监测等系统建设项目；提
升茶叶加工清洁化、自动化、信息化设施装
备，加强与茶叶科研院校的交流合作，构建以
龙头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茶业科技创
新体系；推动“白茶+”“+白茶”，促进白茶产业
与畲族文化、美食文化、红色文化、农旅渔旅
文化等跨界“联姻”，开发茶庄园、茶民宿、茶
创意基地等项目……

以茶兴农，托起“致富梦”。据统计，目前，
福鼎全市茶园可采摘面积 30.5 万亩，2021 年
实现茶叶总产量3.4万吨，其中白茶产量2.65
万吨。茶产业综合总产值 137.26 亿元，比增
14.8%。全市共有571家茶叶生产加工企业取
得SC认证，364家茶叶企业获得福鼎白茶证明
商标使用授权，国家、省、市、县级茶叶龙头企
业167家，有效带动38万涉茶人员增收致富。
福鼎白茶连续13年进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十强”，品牌价值52.22亿元。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婷

隆冬时节，福安甘棠3000多亩茶苗园
迎来了出苗的高峰季。上月底，“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其
中，我市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和坦洋工夫茶
制作技艺 2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
列。好消息一传开，我市茶产业从业者们
十分振奋，而这股兴奋劲也传给了产业链
的上游茶苗产业。“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
的利好呀，今冬明春出圃率有望突破10多
亿株，产值 3 亿多元。”福建初心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成进说。

甘棠镇位于福安市的西南部，依山傍
水，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山水资源，适应
茶树苗木繁育。从1972年以来已经向全国
各大茶产区推广高优质茶苗品种50多个，
数量高达230多亿株，销往全国17个省份。

2019年6月13日，福安市被农业农村
部认定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通
过大力发展茶苗良种繁育产业，目前，甘棠
已经发展成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
也是全国最大的茶苗无性系繁殖基地。

记者来到陈华平的苗圃，他正忙着
成熟茶苗销售、新茶苗培育，苗圃中，有

的村民进行土地翻耕、夯土、扦插，有的
村民忙着拔苗、整理、装车等工作，一派
繁忙景象。“目前，我们这个苗圃面积有
20 亩，每亩育有茶苗约 30 万株，预计纯
收入能达到 60 多万元。”陈华平高兴地
说。甘棠镇茶苗产业已覆盖全镇 22 个
村，每年规模化繁育优质茶苗品种有福
安大白、金观音、金牡丹、紫牡丹、黄玫
瑰、安吉白茶等 50 多个。年出圃茶苗达
到 8 亿多株，产值 2 亿多元，带动从业人
员 2 万多人，人均年收入达到 2.6 万多元，
实现了“一株苗造福一方人”。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为进一步
夯实甘棠茶苗这一保障农民增收的支柱
产业，甘棠镇党委政府积极指导，蹚出了一
条茶苗产业科学化、规模化发展的路子。

为适应市场发展，提高茶苗产业竞争
力，甘棠镇组织30多家覆盖90%以上茶苗
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合作社和苗圃公司，
联合组建福建初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
取“公司+农户+合作社”发展模式，积极探
索茶苗产业标准化管理，通过有机肥替代
化肥、加强繁育技术、工厂化育苗等方式，

进一步缩短茶苗出圃时间和种植周期、提
高茶苗良种率和成活率，茶农提前收益。

线下运苗忙，线上售苗热。“我们还建
立了网络电商平台，线上、线下同步向全
国推销茶苗，销售茶苗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40%以上，茶苗培育已成为助推甘棠镇乡
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甘棠镇茶苗协
会会长彭瑞金说。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茶苗产业发展
再添动能。记者了解到，2021年冬至2022
年春茶苗销量火爆，价格上涨，茶农积极
性更高，培育发展金牡丹、金观音、黄观
音、白芽奇兰、瑞香、福安大白、福鼎大毫、

中黄一号、龙井43、安吉白茶、中茶108等
几十个品种。除了本地销售外，还主销往
甘肃、四川、湖北、陕西、贵州、山东、湖南，
省内销往龙岩、南平、三明。

“今年苗价平均约0.3元每株，每亩出
圃苗30多万株，每亩可为茶农增收5万多
元。接下去我镇将在南塘村温厝建设占地
面积约10亩的科研中心楼，目前基本完成
安征迁，建成后将实现数字化管理，使用物
联网管控监控繁育基地的茶苗情况和管理
大棚。”甘棠镇党委书记刘星贵说。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钟小娟 文/图

福安甘棠：

茶苗供销两旺 产值突破3亿元

日前，在周宁县首章茶叶专业合作社
集体茶园，周宁县茶产业发展中心将全县
首本茶园登记证交到首章村党支部书记
陈桂清手中，茶农贷款有了依据和凭证，
茶叶发展也将得到金融活水的灌溉。

近年来，玛坑乡首章村依托生态优
势，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茶产业。目前，已建成现代
生态茶园 1100 亩（其中含集体茶园 300
亩）以及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茶叶初制和
精制加工厂，年加工干茶能力达 25 万公
斤，带动村财收入 50 多万元，茶叶已成为
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但是长期以来，茶叶发展受制于资金
局限，贷款又无抵押物的尴尬，进而限制
了茶叶扩大再生产、技术更新等。要破解
该难题，周宁在首章村试水通过发放茶园
登记证的模式，让茶园成为“抵押物”，打

破了茶园难以贷款的限制。
记者了解到，首章村以生态茶园的

租赁合同、地形测绘图等资料，通过周宁
县农村生态要素流转融资平台向茶产业
发展中心进行茶园登记证的申领，并获
得周宁县农村信用联社 30 万元授信额
度。有了授信额度，今后该村茶叶合作
社可以茶园登记证为抵押物办理‘茶园
贷’，改变以往贷款需要提供人或物担保
的现状，为首章村农村要素主体融资需
求提供了便利，更好地助推首章茶产业
的发展。

“我们计划在年后申请 30 万元的‘茶
园贷’，用于春茶的收购、加工等，同时，我
们还将利用组建玛坑乡茶叶产业发展联
合社为契机，整合各方渠道与资源，持续
在茶叶‘精’字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茶叶
产品附加值，推动首章村乡村振兴奠定更
加坚实的基础。”陈桂清说。

为进一步盘活农村生产要素，加大农
村金融供给，深化落实普惠金融改革实验
区建设，周宁县将盘活农村生产要素工作
纳入县政府“一把手”工程，积极创新农村
金融机制，成立农村资产资源管理公司，

搭建农村生产要素流转融资平台，释放农
村生产要素抵押担保权能，建设农村产权
交易市场。

周宁还推出《农村生产要素流转交易
融资工作实施方案》，对大棚种植户、农民
生产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信息进行梳
理，创新推出“大棚贷”“福卉贷”等专属信
贷产品，让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
域，为农业企业施足金融“底肥”。截至目
前，周宁县农村生态要素流转融资平台授
信笔数57笔，金额达3648万元。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李何颖

把盏品茗 以茶论道
——2022国际白茶论坛侧记

老白茶：

暖冬日，更暖岁月

周宁：

首章有了“首张”茶园登记证

““世界白茶发源地世界白茶发源地””授牌仪式授牌仪式 吴小翠吴小翠 摄摄

福鼎民俗文化表演福鼎民俗文化表演 刘超超刘超超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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