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容 通讯员 余汕康）近日，记者在蕉城区
赤溪镇千亩高优农业示范园区内看到，宁德天山茶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综合楼、一号厂房竣工验收。

“宁德天山茶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总投资2.5亿元，占地
面积约 115 亩，主要建设内容：综合楼、厂房、仓库及停车场
等。新增生产能力：加工、交易、展示、观光、品牌培育、文化创
意、茶叶科研等。一期投资1.2亿元。福建宁德赤溪文旅发展
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建设江南泰和苑，计划于2023年4月
完成主体工程。”赤溪镇副镇长陈允耐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宁德天山茶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于2020年
下半年启动，2021年2月18日完成地块控规批复。一期投资
1.2亿元建设综合楼、1号厂房，2021年 8月取得施工许可证，
2022年1月完成综合楼、1号厂房主体结构封顶。目前，综合
楼、1号厂房竣工验收。

2022年1月至12月累计完成投资额4200万元。拉动社会
资本投资约1.5亿元，主要建设茶叶交易市场，占地面积约20
亩。二期投资1.3亿元，建设仓库、冷库、共享厂房，目前，42亩
用地成片开发方案已通过省政府审批，正在进行农转用报批。

宁德天山茶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建成将促进赤溪茶
叶结构调整，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由单一产业
向复合产业转变，由短链产业向全链产业转变，由低端产业向
高端产业转变。

宁德天山茶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一期工程竣工验收

2 月 8 日，位于霞浦县长春镇莲花山社区的霞浦县
大京半岛茶场生产车间内茶香四溢，制茶师傅在赶制
刚刚采摘的元宵茶。作为“霞浦元宵茶”的主产区，霞
浦县大京半岛茶场种植茶叶近3000亩，其中有500多亩
种植的是霞浦元宵茶树。据悉，“霞浦元宵茶”是我国唯
一用传统节日名称来命名的茶树品种、产品名称和茶叶
商标。一般年份开采期在正月元宵节前后一两天，最早
在正月初二、初三，堪称“中国第一早茶”。“霞浦元宵茶”
2012年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授予“中国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2015年被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本报记者 吴枋宸 通讯员 叶志坚 张羽 摄

福鼎：

传承茶文化 擦亮“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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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中国茶”成功申遗东风
福鼎白茶新春“红”起来

兔年春节，福鼎白茶乘着“中国茶”入选非遗的东风，今年
新春更“红”起来。尽管春寒料峭，福鼎市许多茶叶企业生产
车间却是一片热火朝天。春节后与时间赛跑，提早开工，抢抓
机遇，奋力冲刺“开门红”。

在福建品品香茶企各生产车间内，机器飞转，工人忙碌，
各流程有条不紊，所有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一箱箱等待发往各
地的产品堆成了小山，工人正操作设备，赶制白茶产品。近年
来，随着“中国茶”申遗成功，“福鼎白茶”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推动企业订单充足，春节刚过，企业迅速投入到新一年的发展
中，目前，720多名员工全员到岗。

“根据我们年度销售和生产计划，从春节上班的第一天开
始，就投入整个生产计划，人员全部到位，一季度开足马力，加
班加点做好生产环节，备足货源，迎接全国疫情放开之后的市
场消费。”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克平说。

自动智能包装生产线上，车间管理人员在对 2 月份新接
到的任务进行重新调配，由于年后发往全国门店以及线上电
商的茶叶订单充足，春节前，员工们坚守岗位到年廿九，正月
初六开工，第一季度生产任务预计将超额完成。

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茶叶种植、加工、销
售、科研、出口及白茶文化推广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
点龙头企业，在福鼎市磻溪镇、管阳镇、贯岭镇主要产茶区建
有4500亩生态有机茶基地。成立“品品香茶产业联合体”，以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组织农户建立有机茶转
换基地和名优无公害茶叶基地3.75万亩。2022年企业产值7
亿元，税收7000多万元，分别增长12.5%和94%，2023年力争
再上一个新台阶。

不仅线下生产加工忙，线上同样也是销售火爆。“目前我
们一月份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特别是入选非遗后，福
鼎白茶被更多人知道，品牌效应更加凸显。”福鼎梅伯珍茶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梅学宁说。

作为梅伯珍第五代传人，他在坚守传统中又创新，今年一
开春就开始布局跨境电商业务。“目前我们在亚马逊等平台都
已经布局入驻完成，产品信息已经做好国际化的准备。今年，
我们对福鼎白茶这个产业发展预期是好的。”梅学宁说。

福鼎市茶办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福鼎100多家龙头
企业全部开工生产，405家地标授权企业90%复工复产，最早
大年初二开工，最迟也在初六开工。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蔡丽军

近日，福鼎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福鼎白茶
开茶节”“中国白茶始祖·太姥祭典”入
选。此外，福鼎市茶文化研究会被评
为双非遗项目保护单位。

在茶香里话非遗，是福鼎市提升
茶叶品牌影响力、推动茶产业发展的
又一新举措。

过去一年，福鼎市充分发挥白茶
产业支柱效应，围绕“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成功举办
海丝国际茶文化论坛、国际白茶论
坛，登上央视《对话》栏目，白茶制作
技艺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新增多个“金字招牌”，
被授予“世界白茶发源地”“世界白茶
文化产业科技中心”“2022 白茶产业
统筹发展先行县域”“全国茶叶安全
信息中心福鼎实践基地”等称号；促
进白茶新增单独海关税则号，迈入国
际化时代。

“以茶带旅、以旅旺茶”，促进茶旅
融合发展，是福鼎白茶延伸价值的另
外一条路径。

在福鼎首条以白茶命名的主干道
“白茶大道”，人们骑行、慢跑、观景，一
路向前，海域、滩涂、山岭、田园等美景
应接不暇。到达点头镇后，再沿着
X973 县道点管线公路蜿蜒穿行在茶
山之间，又是一条崭新茶旅线。

统筹推进茶产业与生态文化、
农耕文化、商贸文化、康养文化、休
闲文化、美学文化等结合，福鼎催生
一批涉茶产业新业态，形成 6 条茶
旅融合的精品路线。点头镇入选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超
亿元村”；磻溪镇结合“大美磻溪·茶
韵古镇”打造乡村振兴景观带；白琳
镇规划修建白琳老街，初步形成白
琳茶旅网红打卡地标；管阳镇创新
打造“云中管阳”生态形象，展现茶
文旅优势；太姥山镇成功举办第三

届太姥山白茶始祖文化节，持续发
挥始祖小镇文化作用。在顺茗道茶
业有限公司建立茶廉文化基地，开
展国际茶日茶廉文化主题活动；绿
雪芽白茶庄园景区入选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2022 年，大荒、一叶九鼎、
裕荣香 3 家茶企入选宁德市级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

2022 年，福鼎市茶产业综合总产
值 138.91 亿元，同比增长 1.2%。2023
年伊始，福鼎又提出实施“三茶”提升
行动——

实施“茶文化”提升行动。挖掘
“中国白茶发源地”和白茶始祖太姥文
化内涵，融入各类特色民俗文化，办好
开茶节、中国白茶始祖·太姥祭典等茶

事文化活动，进一步增强“天下白茶、
源于太姥”，乃至“世界茶祖、就是太
姥”的茶人共识。

实施“茶产业”提升行动。加快
建设世界白茶中心和中国白茶特色
小镇，持续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白茶）
产业园；深化推广江美和唐阳村等茶
产业联合体模式，全面推进基地化生
态茶园建设；发展“白茶+电商”“白
茶+旅游”“白茶+美食”“白茶+体育”
等新业态。

实施“茶科技”提升行动。加快福
鼎白茶基因库项目和种质资源保护研
究，促进白茶品种改良；扶持领军企业
发展，加强先进设备和技术研发，推进
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持续完

善大数据溯源系统，加快实施国家数
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目（茶
叶），加强茶叶生产流通数据运用，推
进智慧茶园、智慧仓储、大数据联动金
融等数字化发展。

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福鼎白茶
品牌再上新台阶、产业发展再创新业
绩。福鼎还将持续做深茶文化、做强
茶产业、做新茶科技、做活茶营销、做
优茶服务，力争 2023 年茶产业综合产
值增长 20%以上，“福鼎白茶”公用品
牌进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前四，
2025 年茶产业综合产值翻一番，达到
300亿元。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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