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0月，福安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举办坦洋
工夫茶系列活动，正式揭开了恢复打造历史名茶坦洋工
夫品牌的序幕；

◉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坦洋工夫列入“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名录；

◉2008年，国家工商总局核准“坦洋工夫”注册“中
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09年，坦洋工夫红茶制作技艺列入第三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年，坦洋工夫红茶获中国驰名商标；
◉2010年，坦洋工夫成为上海世博会指定专供茶；
◉2011年，福安获“全国十大重点产茶县市”称号；
◉2013年，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红茶工作组

在福安成立；
◉2015年，坦洋工夫成为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

唯一指定用茶；
◉2016年，坦洋工夫入选《2015年度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目录》；
◉2017年，坦洋工夫入围中国茶叶区域共用品牌价

值十强；
◉2018年，福安获“中国红茶之都”称号；
◉2019年，农业农村部认定福安为第二批国家区域

性良种繁育基地，坦洋工夫入围《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

◉2021年，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入围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福安获全国绿色食品（茶
叶）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市称号；

◉2022年，福安获“花果香红茶发源地”称号；
◉2022年，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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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首届中国红茶大会暨坦洋工夫茶旅文化节3月15日至17日在福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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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季到，千家闹，茶袋铺路当床
倒。”一首民谣传唱出了坦洋工夫好光景
的年代；“一座雕楼，墙挂‘信封’，上书地
址‘中国福建坦洋’并盖邮戳，就可寄
达。”一段记载道出了坦洋工夫蜚声海外
的历史；坦洋村内，随处可见的清代古民
居、茶行、廊桥，无不诉说着坦洋工夫昔
日的繁华与荣光。

相传清咸丰、同治年间，福安茶人以
当地土生土长的“坦洋村菜茶”试制红茶
并取得成功。自此，工序精制的坦洋工
夫风行世界，1915年，更是获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金奖。

随着坦洋工夫声名鹊起，各地茶商
接踵而至开设茶行，坦洋村遂成茶叶集
散地，鼎盛时期拥有茶行 36 家、雇工
3000 多人。1853 年，清政府同意闽茶

在福州码头出口，自此形成了以福安赛
岐港为起点、主运坦洋工夫的“海上茶
路”，坦洋工夫茶成了福安最早出口的
农产品。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坦洋工夫的生产与出口也受到影响，尤
其是二战期间海路受阻，坦洋工夫茶渐
趋式微。

坦洋工夫虽几经沉浮，但薪火相传，
从未停歇。2006年秋，福安市委、市政
府在北京举办坦洋工夫茶新闻发布会，
开始恢复打造历史名茶“坦洋工夫”品
牌，坦洋工夫再获新生。

多年来，福安将茶产业作为推动乡
村振兴重要抓手，在政策扶持方面不断
加码，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现代茶产
业发展的意见》《进一步促进“坦洋工
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试

行）》等一系列促进茶产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及措施。

在政策指引下，福安茶产品质量稳
固提升，重新迎来春天。目前，该市有机
茶生产示范基地3000多亩、全国绿色食
品（茶叶）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2.2万
亩，成为福建省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县（市）。

拥有新理念的新茶人，也为福安茶
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原来张锦华
对坦洋工夫知之甚少，政府重振坦洋工
夫的热情感染了他，2008年，他成立了
福建新坦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有
机茶园，创立了茶品牌，实施茶旅融合；

“90后”林晶晶在父亲创办的茶业公司
负责新媒体运营，还成立文化公司，致
力于发展电子商务，推出了杯装茶、红

茶饼等新品。
2019年 12月 24日，一段关于坦洋

工夫茶的宣传视频，在美国纽约时代广
场滚动播放；去年，中央媒体走进坦洋
村，聚焦茶产业富民强市新变化，坦洋工
夫在央视《朝闻天下》《东方时空》等频道
播报，并在央视进行全方位宣传推介；今
年年初，“坦洋工夫祝您全家福安”的祝
福语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持续
闪耀，坦洋工夫品牌再次走入国际视野，
再启新征程。

政策、质量、品牌等多维度发力，
福安茶产业焕发新活力。如今，该市
共有茶企 600 多家，其中，规上茶企 29
家、省市级龙头企业 52家；7家茶企拥
有自营出口权、8 家茶企获 ISO 认证；
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坦洋工夫”2022年
品牌价值为 46.4 亿元，“新坦洋”品牌
以 7918万元的品牌收益值位列全省第
一，福安茶产业形成“百花齐放、满园
春色”的生动局面。

春暖花开，茶树吐绿，又是一年茶香飘溢的
时节。

“哦……茶发芽咯！”3月6日，地处宁德世界地
质公园白云山景区山麓的生态茶园，“坦洋工夫”
非遗制作技艺传承人引领着茶企、茶农代表和爱茶
人士，一起“喊山祭茶”，“唤醒”茶树催生新芽，祈
求茶季风调雨顺。

地处低纬度、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福
安，具有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自隋唐以来，这
方圆 1880 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一缕茶香飘过了千
百年的时光。祖祖辈辈走茶路、做茶事、吃茶饭的
福安人，对大自然的这份恩赐倍感珍惜，以拼搏创
业的韧劲，锻造了“中国茶叶之乡”“全国十大重点
产茶县”“中国红茶之都”“花果香红茶发源地”等
国字号品牌。2022年，福安市茶园面积约30万亩、
茶叶产量 2.81 万吨、总产值 21.2 亿元、茶业综合产
值达 110 亿元、涉茶人口约 40 万，农民人均收入
40%来自茶叶生产。

新时代、新征程，福安以茶为媒、向茶而兴，精
心谋划茶产业，扎实推进品牌建设、科技兴茶、结
构调整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建立全国首个“三
茶”研究院，揭牌“三茶融合创新园”，踏上了“茶产
业、茶文化、茶科技”融合发展新征程。

走“三茶”融合路 谱乡村振兴曲

仲春时节，坦洋村前村后茶园生机
盎然，茶香沁人心脾。

“种茶是一门技术活，我经常找茶科
所专家聊天，探讨种茶技艺。”茶农林正
锦说，他家的 15亩茶园，一年能赚近 15
万元。过去，施用传统肥料，虽然一年采
四轮，但因为单价低、人工成本高，只能
赚10万元左右。

林正锦说的“茶科所”，就是坐落
于社口镇区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距坦洋村仅 5 公里路程，而宁
德职业技术学院距坦洋村也仅 40分钟
路程。1934 年，福建省第一所茶叶学
校“省立福安初级茶叶班”在福安创
建，1935年，全省第一所茶叶研究机构

“福建省建设厅茶叶改良场”落户福
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所列
十大茶人中的吴觉农、庄晚芳、陈椽、
李联标、张天福以及吴振铎、林桂镗等

都在此工作过，为此福安被誉为“茶界
黄浦”。

近水楼台先得月。得益于茶科技与
人才加持，坦洋工夫不仅改写了白云山
麓下一个偏僻山村的命运，还由此辐射
周边，带动整个福安茶产业发展。

近年来，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将“数
字化”应用于茶叶种产销全过程，以科技
赋能，让福安茶产业提档升级。

在坦洋村全国首个 5G农业智慧茶
园里，一排排高清摄像头紧贴地面，对茶
树情况进行实时拍摄，自动采集和监测
园区病虫害信息。“数字+”与茶产业的
有机融合，实现茶叶生产、管理提质增
效，茶园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城阳镇茶洋村隽永天香茶业生产
基地内，该企业与省农科院开展的《福建
省红黄壤区退化旱地肥力提升技术研究
与应用》项目，不仅提高了茶叶品质，增
加有机茶的产量，也提高了茶园土壤肥
力，改善有机茶园生态环境，并被列入国
际标准农产品示范基地。

在社口镇红新茶业厂内，只闻机声，
鲜见人影，无尘自动化生产线的投入使
用不仅提高生产效率、节省人工，也让茶
叶品质大幅提升，目前，该企业已着手研
发茶多酚萃取等项目，进入茶食品、茶饮
料等领域，做长做强产业链。

在做强科技支撑的同时，福安持续
擦亮“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品牌，去

年，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
录。与此同时，该市还通过举办开茶
节、坦洋工夫茶文化周、斗茶赛以及全
省茶叶加工技能大赛等，将茶文化、茶
科技与茶产业紧密融合，让传统茶叶焕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涉茶从业人员占
福安市人口近 60%，做好茶产业这篇

‘土特产’文章意义重大。”福安市委书
记周祥祺说，将以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发展的思路为引领，推广生态茶
山和茶旅融合，切实提高“坦洋工夫”品
牌价值，做大做强茶产业，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产业支撑。

□ 陈雅芳 吴庆堂 文/图

白云山麓，碧水流韵，走进坦洋工
夫红茶发源地——坦洋村，“春茶图”上
除了茶农采茶、茶师制茶的场景外，多
了游客踏青及坦洋工夫传习所里孩子
们认真学茶艺的新景。

坦洋村所在社口镇现有茶园4911
亩，茶叶年产量1400多吨、产值约1亿
元。近年来，福安市以社口镇为核心，
在打响“坦洋工夫”品牌，做旺茶产业
的同时，锚定了“村、人、茶、文、旅”多
元化融合路子：建设环白云山生态文
化旅游“坦洋历史文化圈”，将茶文化
展示、古民居观光、休闲体验融为一
体；依托独特的茶旅研学资源优势，主
推非物质遗产文化、知青文化、制茶体
验、劳动教育等项目，不断拓展茶旅研
学市场空间；坦洋茶谷成功入选“2019
中国美丽茶园”、2020年首个国际茶日

“春季踏青到茶乡——全国茶乡旅游
精品线路”，茶旅融合不断升温。

为了让坦洋工夫跑上更多新赛
道，眼下，坦洋村建起了电商直播间、
茶业技术培训中心，鼓励龙头茶企将
百年传统红茶和现代工艺融合，推出
坦洋工夫奶茶新产品，并成功入驻“茶
百道”，坦洋村自创奶茶品牌“遇见坦

洋”也即将面世。
从“卖茶叶”到“卖风景”，小茶叶

“泡”出了更多新花样，新的产业图景
在福安茶人的心中愈发明晰。近年
来，福安加快茶旅融合步伐，不断融入
休闲、研学、文化等元素，拓展茶叶竞
争新赛道，让茶乡的“香”以多种形式
飘向四海。

在甘棠镇北门生态茶园，到此踏
青、摄影的游客络绎不绝。作为全国
民间最大的茶苗无性系繁殖基地，甘
棠镇拥有3300多亩茶苗圃，年出茶苗
8亿多株，在全国市场份额超半，产值
超2亿元。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福安北郊的
城阳镇岩湖村的富春茶城、茶王街灯
火辉煌、流光溢彩，商户设桌品茗、顾
客品茗选购。作为福安打造的又一
茶业新地标，富春茶城茶叶年交易量
1万多吨，交易额近40亿元。

福安市南郊，天马山森林公园融
入坦洋工夫茶文化，完善五福楼茶文
化体验室、茶香广场、休闲登山茶道、
灯光文化景观、茶文化主题茶餐厅等
设施，打造“北有茶叶交易市场、南有
茶文旅综合体”的城市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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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每年都要举办斗茶赛

▶福安茶人签名，响应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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