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了一场雨，清晨的空气里，
能感受到冬季冷冷的寒意了。

桐江溪畔，环溪的乌桕叶红，
有人在朋友圈中说，柯岭栖林寺
的梅花也开了。

“这时有人吹横笛，直吹得溪
山月色与屋瓦变成笛声，而笛声
亦即是溪山月色屋瓦。”看了胡兰
成的《胡村月令》这段句子：我想
到旧时月色，梅边吹笛。

梅花一开，清寂的仲冬来临
了，离春天也不远了。

清寂的日子，给自己泡一杯
陈香四溢的老白茶，享受少有的
慢时光。

袅袅的俗世烟火，生生不息，
让我们心怀慈悲，容万物与内心，
听万种声音与寂静。让走过的历
程里多一些感恩，少一点遗憾。

繁忙的生活节奏里，我贪恋
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一曲舒缓的
音乐，一卷回味悠长的书香，半盏
淡淡的茶暖，都是我的最爱。

做一个安暖的茶人，无论历
经多少艰辛与沧桑，都能坦然面
对。纸上的时光，不声不响，清韵
悠扬，让浓浓的墨香温润着生命
的底色。

人走茶凉，物是人非，简短的
词语，道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人走茶凉，换人换热茶，这是人生经常
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人想不开、看不透，痛
恨此中人情世故。可是，人生的因缘际会
确实如此，一路相逢，一路告别。

既然世界是变化的，万事万物不断更
新，那么，我们也要不断推陈出新，勇于接
受改变。

过去的不能挽回，无需再耿耿于怀。
以前的好与坏都会随着你的离开而变得越
来越淡，就像一杯茶一样。

曾经以为，人的老去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歌中唱道：“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其实一个人变老
更像阶梯，一段时间没有留意，便发现自己
又老了很多。

前几天登昭明寺十八弯石阶，忽然发
现自己气变短了，腿变重了。

从山下到昭明寺，竟用了一个小时，而
之前一年也曾在同一条路线登过，相对还
比较轻松，坐在半山喘气，这才知晓自己老
了，也渐渐明白什么叫有心无力。

年轻时心一直很大。
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力却无可挽回地一

天天在变小。很多以往放不下的东西，即使
不强求放下，时光也会替你放下。很多想做
的事，不做了，就微笑着做一个旁观者吧。

把杯畅饮世间情，物是人非尽随风。
生命是一个不断飘移的过程，你我所

路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也许都将成
为驿站，成为过客；所以，别太在意人走茶
凉、物是人非。

茶汤清和，一颗品饮的心，由此清
白，冷静，醇和，淡定，渐不为外物所扰。
浅斟慢饮间，眼渐明，心渐安，回首时，始
觉天地宽。 @白茶时间

茶
汤
清
和
，
做
一
个
安
暖
的
茶
人

爱茶者说爱茶者说

编辑：彭小妮 电话：2805119 邮箱：mdrbwy@163.com
美编：彭浜斌 校对：何 东

茶道休闲2022年
12月26日 55版版

山高有灵气，白茶自芬芳。
2022 年即将收尾，柘荣县茶产业获

得“2022 年茶叶最具投资价值县域”，并
入选“中国茶业百强县”，这是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授予的荣誉。

这是 2021 年柘荣县被授予“中国高
山白茶之乡”“柘荣高山白茶”之后的延
续，反映了新一届县委、县政府的英明决
策，凝聚了茶企、茶商、茶人的努力，体现
了相关部门高效运作的成效。

柘荣县在第十三届党代会报告中提
出“加快建设茶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建高山白茶文旅基地”加快茶产业发展
的构想，引领了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的
方向，向全县人民传递了产业自信：柘荣
高山白茶之路，就是青山绿水之路，就是
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之路。

一年来，柘荣县涉茶各方面及相关
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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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福州海峡

会展中心。柘荣高山白茶一亮相，就吸
引了众多客商交口称赞，在新华网、央视
网、人民网、新福建、今日头条、学习强国
等20多家中央省级媒体平台报道后，“柘
荣高山白茶”一下子“引爆”茶业圈。

此后，除了省会城市福州，西到厦门、
政和、广西，东到杭州、上海，柘荣高山白茶
企业参加10多场次赛事和展销会，斩获茶
王4个，金奖25个，银奖40多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届中国白茶
“5·18 藏茶节”白茶赛事中，柘荣高山白
茶企业斩获四个组别中的白毫银针、白
牡丹、贡眉三个组别的茶王，共获得17个
金银铜奖，掀起了“柘荣高山白茶”的小
旋风。

2022年“6·18”第十二届“中国·海峡
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上，柘荣全县12家
高山白茶企业再次亮相，成了乡村振兴
馆里的闪亮“出圈”点。在省茶叶流通协
会组织的“一县一周‘福果福茶’”展销会
上，柘荣高山白茶走入都市寻常百姓家。

此外，“柘荣高山白茶”还走进福建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校地协同、振兴乡
村”活动暨柘荣高山白茶品鉴交流会。

一场场赛事，自带流量，把“柘荣高
山白茶”推向“闽茶”家族的前沿。

2
高山白茶有志气，政府推动有底气。
一年以来，柘荣县加大了对高山白

茶的对外宣传造势。北京马连道上，“柘
荣高山白茶”跨街横幅大而醒目；华夏航

空机舱内，“柘荣高山白茶”品牌元素吸
引乘客眼球；在福州长乐机场、沈海高速
路口、福鼎宁德霞浦福安等火车站显要
位置，“柘荣高山白茶”标语更是引人注
目。茶业企业也应声而动，纷纷在北京
王府井、济南、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开
设了“柘荣高山白茶”门面店。

柘荣县还设计“柘荣高山白茶”节日
问候贴，为体育健儿赠送印有“柘荣高山白
茶”字样的运动装；开展为援沪、援泉、援霞
抗疫医疗队慰问，传递柘荣茶人的爱心。

柘荣县还举办了博物馆馆藏茶文化
特色展，开展茶主题摄影比赛，组织茶主

题系列报道，采写编辑“柘荣高山白茶”
文章，开设了“柘荣高山白茶”微信公众
号传播平台，邀请福建日报、闽东日报、
福茶网、茶天下、白茶教室等新闻平台为

“柘荣高山白茶”助力，对接北京抖音集
团、京东商场等为“柘荣高山白茶”推广
销售试水破冰。

柘荣县还举办了“柘荣高山白茶”春
茗贡品晋京启程仪式，邀请了茶业界领导
专家和名人明星为柘荣高山白茶助力。

著名茶届专家教授苏峰来了，中国
茶叶研究所原副所长鲁成银来了，省茶
叶流通协会会长潘文毅来了，省奥运冠

军、世界冠军来了，著名表演艺术家姜昆
来了，“5·18”藏茶节主办企业董事长许
庆友来了，福建省地方标准《茶树病虫害
测报与绿色防控技术规程》制定的专家
学者来了，他们带来的是信息、是建议，
留下来的是赞赏、信念，这都是“柘荣高
山白茶”破茧成蝶的催化剂，如一场场春
风化雨，催开茶花满园香。

3
外树形象，内强素质，这一直是柘荣

高山白茶破茧成蝶的坚定路径。对柘荣
这样的山区小县来说，品牌资源十分有
限，保护“柘荣高山白茶”品牌，归根结
底，就是要把茶叶质量把控好，把制茶技
艺提升好，把高山白茶特色打造好，把健
康茶、放心茶的理念传达到千家万户。

今年以来，在柘荣县茶产业领导小
组的推动下，各乡镇成立了以乡镇长为
组长的茶产业领导小组，配套组建乡镇
茶叶协会，宣传茶叶质量的重要性，开展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茶叶质量执法活动，
开展“一品一码”追溯和SC论证，实施茶
叶质量把控工程，召集茶产业推进会，举
办“打造中国高山白茶第一村”座谈会。
开展银企对接为茶叶企业纾困，制定出
台《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及时兑现茶产业奖励补助资金。

柘荣县注重搭建茶叶质量提升的
平台，在实训基地、文化挖掘上下功
夫，挂牌“炭焙白茶实训基地”，成立

“两岸斗茶赛组委会柘荣分会”，举办
“高级评茶员研修班”，首创“山村茶墙
教学+祈福仪式”，组织茶艺赛事等。
申报“柘荣高山白茶制作技艺”“柘荣
炭焙白茶”制作技艺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推动柘荣县茶叶普查和图斑测绘工
作，开展《柘荣县高山炭焙白茶加工技
术规程》团体标准制定并获得省茶叶流
通协会批准发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柘荣县茶产业
领导小组还走进全省重要白茶产区交流、
座谈，结合柘荣县茶产业实际，制定“柘荣
高山白茶”发展规划，特别在策划“柘荣高
山白茶”茶旅线路、启动茶产业园区、打造

“柘荣高山白茶一条街”和“柘荣高山白
茶”重点乡（镇）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柘荣高山白茶”品牌深入人心，生
态茶园建设面积不断扩大，在今年疫情
影响的大背景下，全县茶叶收入逆势增
长，有望突破15亿元，成为拉动百姓收入
增长的驱动器。接下来，柘荣县将不断
建立茶企内部竞争机制，促进“柘荣高山
白茶”破茧成蝶，造福一方。

履足福鼎，一则饱览山水之胜、山
海大观，二则于山水之胜中找寻茶的踪
迹，这不仅是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能
在山水与茶之间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
关联，这才是“毫香蜜韵”所包含的自然
信息。

不同山头、山谷、丘陵、盆谷、平原，
都有不同的土壤、气候，会产生不同毫
香蜜韵气质，这就造成了福鼎白茶品在
毫香蜜韵上的同与异。

人，本质上是天地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它源于自然，又最终归于尘土。

因此，自然的神奇之处，往往为世
人所向往。

太姥山，就是一处。
正是有太姥山这样的水土环境，才

能长出福鼎白茶这样的名茶。
太姥山的峰险洞幽石奇在漫长岁

月里慢慢沉淀、变化，山的外层也逐渐
长出了峰洞的毛发——白茶。这毛发
扎根于岩石上的土壤，从风化的岩土中
汲取岩层内凝固的日月精华、山川因
子，再佐以自然的化合和太姥山高山之
上云雾的浸润，最终形成了福鼎白茶天

然的原生态韵味，这就是“毫香蜜韵”。
换句话说，没有太姥山脉作为基

础、底子，作为福鼎白茶所根植和赖以
吸取养料的这片福鼎大地，就不可能有
福鼎白茶，当然也就无从寻找“毫香蜜
韵”的意涵。

著名茶叶专家骆少君先生评价
福鼎白茶之所以品质上乘是：“由于
其特定的水土、特定的小气候、特定
的品种等先天优势加之特定的传统
加工工艺、特定的冲泡方法等因素所
决定的。”

这些只是部分基础的重要因素、当
然自然的因素还有白茶树种本身及生
长的纬度、光照程度、每年的气候变化
等也会影响白茶的品质、但是只要选择
好以下四点，福鼎白茶的茶韵茶味是不
会变的。

一、山场
生态环境的好坏与茶叶品质有着

直接的关系。根据现有茶园状况，山场
由好到坏可以有以下几种：

1、茶园与森林共生，少人为干预，

周围无污染源。
2、茶园中无或少其他植物但茶园

周围有森林，无污染源。
3、茶园无其他植物，周围森林不

多。
4、茶园在村旁、地边、路旁，无森林

环境，有一定污染源。
5、人为干预多，用农药化肥，有污

染源。
生态环境好的茶园，山场与森林

相互依存，有天然的土壤肥力，不用施
肥，生物多样性会形成生物相生相克
作用，茶园不会产生严重虫害，不需使
用农药。这样茶园的茶叶香甜，醇厚，
茶气足。

以毫香为例，毫香是检测一款白毫
银针白茶的内质、茶气强弱的重要依
据，毫香足而持久的一定是生态环境好
的，同一茶区同样树龄的茶树，如果生
长于村边地头的毫香就差很多。

二、树龄
树龄是影响福鼎白茶品质的重要

因素之一。

生长于同一区域内的同样的茶树
品种、同样的生长条件、茶树越大越老
它的体内积累的物质能量越多，想想野
生的三七、天麻，树龄更大的老品种核
桃树等等，因为其生长周期长、滋味浓
郁、药效也是更强、明显的不同于人工
种植的。

老树白茶内含丰富的微量元素、选
择这样的老树茶制作出来的福鼎白茶
才会茶气足、茶味醇、茶汤内容丰富、也
更耐泡。

三、土壤
土壤是提供白茶树养料的重要来

源。
除天然的有机物质外，更多的说法

是土壤层里富含茶树所需要的矿物质，
这一点虽然没有专业的研究报告，但凡
去过福鼎茶山的茶友都清楚，福鼎茶区
土壤层确实有丰富的矿物质，有这样优
质的土壤环境才能生长出这样优秀的
白茶树，甚至是那清甜冰凉的山泉水也
得益于这方土壤的滋润。

@白茶时间

著名演员姜昆深入柘荣县生态茶园开展“文化助力”调研

柘荣联合福建农林大学开展柘荣高山白茶品鉴会。
（照片由柘荣县茶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多方发力 破茧成蝶
——2022 年“柘荣高山白茶”发展综述

闻 舒

决定白茶品质的三大自然信息，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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