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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思颖）春分时节，天气回
暖，在蕉城区八都镇吴山村茶叶种植基地
里，休养、积蓄了一整个冬季的“早清明”
茶树，已悄悄抽出新芽，迎来全区茶园“开
春第一采”。

“头茬茶青是最好的，能卖个好价
钱。”3月9日，基地负责人吴玉春带着10
多位茶农全力抢“鲜”，大家身挎茶篓，手
指娴熟地在茶树间穿梭，轻捻下片片嫩
芽，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目前，全村共种植‘早清明’茶树品种
300多亩，今年受霜冻灾害，茶叶产量有所

减少，每天大概能采摘150多斤鲜叶，在村
里合作社加工厂经过摊凉、杀青、揉捻、烘
干等多道工序后制成干茶售卖，每公斤价
格600多元，价格总体还是乐观的。”吴玉
春说。

笔者了解到，“早清明”是吴山村的
特色茶树品种，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
史，其颜色绿中带黄，叶片儿向背边微微
蜷曲，蕴含了茶树的营养精华，经加工制
作而成的名优绿茶，色泽翠绿鲜活、香气
高锐持久、汤内显古茶树的香气，滋味清
甜，主要销往北京市场。

“受气候环境影响及自身优良的品
种特性，吴山‘早清明’一般比蕉城本地
其他品种茶早开采半个月左右。该茶树
品种于2018年被列入福建省茶树优异种
质资源保护名录，并设立保护和利用区
域，开发种苗培育基地，广泛运用有机肥
替代化肥和不施化学农药技术模式。下
一步，我们将积极指导当地茶农进行标
准化生态茶园建设，推广绿色防控技术，
保护优良茶树品种，提升茶叶产量品质，
助力蕉城茶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区茶
产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孙智敏说。

本报讯（记者张文奎黄璐文/图）3月
18日，霞浦县第二届开茶节暨“海纳百川·
山育福茶”主题宣传活动于水门畲族乡茶岗
村举办。本次开茶节由霞浦县委、县政府主
办，水门畲族乡、县农业农村局承办。

开茶节内容丰富多彩、尽显茶乡魅
力，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本次活
动包括开茶节开幕式、制茶技艺展示及斗
茶赛、茶乡集市、茶叶质量安全倡议活动、
悦享茶旅风光、“老茶树保护区”揭牌仪式
等系列主题活动，既弘扬了当地畲族传统
文化，又营造出和谐美好的开茶丰收氛
围。活动最后，还进行了霞浦白茶斗茶赛
颁奖仪式。

霞浦县产茶历史悠久，自晋至唐
600 多年时间，霞浦先民就开始了种茶、
制茶、饮茶，发展茶叶生产，成为唐代福
州地区茶叶主要产区。目前，霞浦县是
福建省 20 个重点产茶县之一，全省白茶
主产区。茶业历来是霞浦县特色优势产
业，全县除海岛外均种植茶叶，涉茶人
口达 13 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四分之
一，茶产业发展维系着千家万户，在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不可替
代的作用。

霞浦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茶产
业发展政策，使得茶产业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 2022 年，全县茶园面积达 13 万多
亩，毛茶产量近 1 万吨，产值近 8 亿元。

“霞浦元宵茶”获省级茶树良种，“霞浦春
波绿”获国家级茶树良种。全县拥有“霞
浦元宵茶”“霞浦白茶”两个公共品牌。

“霞浦元宵茶”获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全县拥有 6 个省著名商标、6 个市知名商
标、4 个省名牌产品。全县共有茶叶加工
厂 200 余家，部级农民示范合作社 1 家、

省级龙头企业 2 家，省级农民示范合作社
3 家，市级龙头企业 4 家，县级农民示范
合作社 6 家，市农产品出口质量安全示范
企业 2 家，取得食品加工 SC 认证茶厂（公
司）20多家。

全县茶叶主要集中在水门、崇儒、柏
洋、牙城、溪南 5 个乡镇，约占全县茶园面
积的 77.75%。主要生产茶类为白茶、绿
茶、红茶。其中，白茶约占全县总产量的
90%，绿茶、红茶等约占总产量10%。

此次开茶节的举办地水门畲族乡是
霞浦县茶叶重点产区之一,产茶历史悠
久,自然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群山环抱，
茶园面积达 2.9 万亩，是霞浦县茶园面积
最大的乡镇。近年来，水门乡茶农、茶
企与政府共同致力于抓品质、提工艺、
打品牌，目前是全县唯一拥有智慧茶园
和有机转换认证的乡镇，主产茶品近年
屡获殊荣。

霞浦县水门乡党委书记陈文锦介绍：
“霞浦县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
水门畲族乡作为闽东重要的茶叶种植基
地，是全县茶园面积最大的乡镇，我们持
续走茶旅融合之路，推动茶叶由一产向
二、三产延伸。下一步，我们将以开茶节
为契机，在天然峰打造茶产业产研学基
地，在芦阳村苍基山茶场打造知青民宿基
地，并以点带面，带动全乡茶产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海纳百川·山育福茶”

霞浦县举办第二届开茶节

春回大地，茶海吐翠，福鼎茶企迎
来一年当中最紧要的事——春茶生产
和销售，各大茶企陆续投入人力、物力，
抢抓春茶采摘生产不停歇，力争全年好
收成。

在福鼎白茶主产区的点头牛埕岗茶
山，茶园里一派生机盎然景象，嫩绿的春
茶茁壮生长，茶农抢摘新茶。茶农介绍，
近期气温适合，春茶加速抽芽，采摘量与
日俱增，再加上有机管理、绿色防控，茶
叶质量无可挑剔。“今天采摘3斤6两，每
斤180元，卖了600多元。”茶农朱国新满
意地说道。

山上采茶忙不停，山下制茶香四溢，
纪生缘茶业生产基地，晒茶的竹匾一字
排开，制茶师傅将新鲜的茶青均匀摊放
在竹匾中，放在晾青架上，开启了一年一
度最重要的春茶生产季。

这几年白茶行情一路看好，企业以
自营生产基地为主体，采用“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与农民结成
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生产经营辐射地区
达上万亩茶园。

“3 月 10 日企业开始春茶生产，每天
生产茶青大概在 50 公斤到 150 公斤左
右，3 月 13 日有 200 多公斤，明后天量还

会更大一点，黄金期也就在这一个多
月，今年福鼎白茶品质相当好。”纪生缘
（福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纪相
炳说道。

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经销商早早来
到茶区，实地考察茶叶生长、生产情况，
商谈购茶事宜，订单火爆。

“疫情三年期间，我在山东济南的福
鼎白茶销量一直是往上走，每年都有几
百万元，今年疫情结束，盼着春暖花开到
来，春茶开始采摘，我就赶到福鼎茶山。”
山东客商史向霞满脸喜悦，“已经下了订
单，都是白毫银针，要把最好的品质最好
的茶叶带回去，赶第一波春茶，有一个好
的开始。”

茶产业是福鼎市最重要的民生产
业，2022年，该市茶园可采摘面积约30.5
万亩，实现茶叶总产量 3.1 万吨，其中白
茶产量2.3万吨，全市茶产业综合总产值
达138.91亿元，今年产量、产值有望比去
年增加。据了解，福鼎市现有大小茶叶
生产加工企业 1000 余家，眼下各茶企陆
续投入人力、物力开展春茶生产工作，全
力备战春茶黄金季，在生产期间严管、严
控“落地晒”“掺杂使假”“年份造假”等行
为，守住福鼎白茶金字招牌。新茶季，寄
托着茶农的新希望，也蕴含着茶人的新
机遇。

“农时不等人，春茶季的忙碌是一年
生产的希望和开端，今年，茶农、茶企都
充满信心，茶人奔着年再增收 5 万元目
标，我们企业奔着 2023 年百万纳税目标
去努力奋斗。”纪生缘（福建）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纪相炳说道。

□ 张文奎 蔡丽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源 通讯员 吴敏婕）近日，柘
荣县城郊乡熊透村成立熊透单株有机白茶协会，着
力推进熊透村单株有机白茶产业做大做强，助力柘
荣高山白茶行稳致远。协会将通过整合政府、茶
企、生产技术、人才等各项资源，把产供销有机联
系起来，打通全产业链条，凝心合力发展单株有机
白茶种植。

据了解，熊透村位于柘荣县北面，独特的地理环
境造就了地方小气候，生态环境优越，十分适合种
茶，村内从事茶叶生产加工的企业共有 25 家，合作
社15家。

“下阶段，我们将以熊透单株有机白茶协会成
立为契机，充分发挥其搭建桥梁纽带、扩大品牌宣
传、强化品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等作用，打造‘企
业+村委+基地+村民’的发展模式，让单株有机白
茶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让茶树成为老
百姓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树。”城郊乡党委书记袁
宗昂表示。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各地春茶陆续萌芽。近
日，周宁县首章茶叶专业合作社里，社员们正抢抓时
间调试生产设备、检修线路、清洁厂区，为春茶生产
加工做足准备。

首章村位于周宁县玛坑乡东北部，全村拥有生
态茶园 1100 亩。近年来，首章村以党建引领，村党
支部领办茶叶专业合作社，立足村情实际、积极盘活
资源，通过打造茶叶基地、建设茶叶加工厂、培育茶
叶品牌，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带动村民致富
增收。

“茶叶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全村几乎家家户
户都种有茶叶。”首章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陈桂
清说，上世纪末以来，首章村就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茶业专业村，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茶叶品
种老化、茶园管理不善、生产工艺落后等因素，首
章茶产业一度“低迷”，村民们守着“金山”，却没有
致富的门路。

“首章村致富之路在茶园！”陈桂清说，为扭转
茶产业发展落后的局面，2008 年，村两委带着茶
叶种植大户到泉州、福安等地学习取经，回村后邀
请茶技专家开班授课、出谋划策。次年，村两委又
牵头成立首章茶叶专业合作社，开启“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发展模式，鼓励农户以资金、土地、劳
动力等方式入股，对茶园实行采摘、施肥与用药

“三统一”标准化管理，并新建现代化标准精制茶
叶加工厂，注册了“丹山梦缘”等茶叶商标，不断
提升茶叶效益。

“合作社共吸纳了58户村民310人入股，其中还
有不少脱贫户，他们通过年底分红、在茶厂打工，实
现家门口就业增收。”陈桂清说，目前，首章村集体资
产达800多万元。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万
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2009 年不足 2000 元提高到
21000元。

为进一步拓宽茶产业致富渠道，去年在上级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首章村针对年久失修的茶叶初制
加工厂无法满足茶叶生产基础条件现状，又投资
150 余万元新建集智慧乡村、智慧茶园、直播间、茶
叶及农副产品展示厅、能化爱心超市、茶叶包装间、
茶室为一体的茶产业交易中心配套茶叶初制加工
厂，欲打造从生产到包装再到销售的一整套茶产业
链，进一步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茶青交易以及就
业，增加村民收入。

“我们着眼从茶叶‘精’字上下功夫，利用现有的
优质茶青原料，生产‘精品’金牡丹红茶产品，通过打
造符合SC认证的茶叶精制加工厂，引进台湾建筑师
团队设计产品包装，注册‘首章’商标，推行智慧生态
茶园建设，创建省级茶叶学会创新驱动服务站以及
聘请制茶大师制茶等措施，进一步提升茶叶产品附
加值。”驻周宁县玛坑乡首章村第一书记朱俊平介
绍说。

在支柱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首章村还深
入挖掘现有资源，引导村民发展山茶花、桃树、生
姜、花生等产业，利用千年古刹方广寺和千亩现代
观光茶园的有利条件，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特色民宿和农村康养等产业发展，建设多功能区的
乡村旅游接待站、逐步优化食宿服务，修剪林中游
道、重建非遗文化首章杖头木偶戏，基本形成集

“种、养、创、游”（即高优茶业开发、特色种养、创办
农家乐和民宿、自驾游）为一体的观光休闲生态旅
游富民产业。

2022 年，首章村喜获福建省乡村治理示范
村、周宁县 2021 年度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获批 2022 年度省级“一村一品”
专业村。

□ 本报记者 陈容 陈莉莉 通讯员 郑文敏

周宁首章村：

茶叶变“金叶”
托起致富梦

福鼎：

春暖茶飘香 茶企生产忙

柘荣：

发展单株有机白茶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蕉城茶园迎来“开春第一采”
本报讯（张文奎 叶

菲菲）3月17日，54位福
鼎白茶制作技艺非遗传
承人拿出自家最好茶叶，
开始了紧张的忙碌。簸
箕整齐排开，所有制茶人
穿戴整齐，装茶、上茶、高
温蒸软、倒入压饼模具、
启动压制……福鼎正式
启动制作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纪念
茶饼。制作现场，茶烟袅
袅、茶香四溢。

福 鼎 白 茶 制 作 技
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22 年 11 月
29 日，福鼎白茶制作技
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中
的一项目正式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
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此次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纪念茶饼，
原材料全部选用 2022
年 一 级 白 牡 丹 ，直 径
202.2厘米，重1129斤。

“制作这款纪念茶饼是为了纪念在
2022年11月29日‘福鼎白茶制作技艺’
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鼎市茶业协会
党支部书记陈兴华介绍，传承、弘扬好福
鼎白茶，让福鼎白茶进一步走向世界，把
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福鼎白茶
文化推向世界，是每一位福鼎茶人的责
任，希望通过此茶饼展示福鼎茶人精神
面貌，为中国茶能发展得更好、发展得更
快，作出福鼎茶人应有贡献。

守正传承，保证原料的本真性，坚持
工艺的守正性，一心一意坚持把福鼎白
茶制作技艺传承，发扬光大，大家都铆足
了劲，以“匠心精神”共同制作最好的纪
念茶饼，弘扬中国茶文化，传播福鼎白茶
文化精神。

“很高兴能参加此次活动，申遗成功
对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来说
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激励，我们将继续
把福鼎白茶工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把好品质关，让福鼎白茶香飘世界。”福
鼎白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庄长强说。

“我们见证了福鼎白茶的发展，作为
非遗传承人，我们应以匠心精神从事福
鼎白茶的传统技艺，以饱满的精神来传
承福鼎白茶的文化。”福鼎白茶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周庆雅表示。

据了解，此次纪念茶饼是我市目前
压制最大的福鼎白茶饼，对工艺、品质、
压模、成型等也是挑战，纪念饼制作完成
以后，将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目前相关
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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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茶节制茶技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