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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茶乡

本报讯（刘志玮）炒青、揉捻、翻炒、
抖散……鲜嫩的茶叶，在手工制茶师的手
中逐渐茶香四溢。 5月8日，2023年第三
届云端绿茶制茶技艺大赛暨第九届“周宁
高山云雾茶”杯斗茶赛在周宁县旅游集散
中心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周宁县茶产业发展中
心、县文体和旅游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县总工会、县茶叶协会联合举
办，共吸引全县 30 多家茶企、19 位手工
制茶师参加。

在限时两小时的制茶比赛中，手工制
茶师们一遍遍翻炒，一遍遍揉捻，一遍遍
抖散茶团，整个赛场上都弥漫着沁人心脾
的茶香，精彩的传统高山云雾茶制茶技艺
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惊叹。评审人员根据
出茶率、制茶流程规范、技术熟练程度和

时间控制等多方面评分。最终，来自宁德
市和润茶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吕文钟
获得“制茶大师”称号，苏昌茂、陈水金、缪
宜胜、陈玉、汤序华获“制茶能手”称号。

“非常荣幸能获得‘制茶大师’称号。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精益求精，把制茶技
艺发扬光大，把周宁的好茶推广出去。”吕
文钟说。

另一边的斗茶赛上，各家茶企拿出各
自的得意之作，共计105个茶样，其中红茶
40 个、绿茶 23 个、白茶 17 个、创新型红茶
25个。专家评委通过观色、鉴型、闻香、见
叶底、品味五大步骤，对选送茶样进行逐
一评分。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福建云门峰茶叶
开发有限公司、福建心之云茶业有限公
司、宁德市和润茶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绿源天禧茶业（福建）有限公司选送的茶
样霞峰绿芽、心之红芽、白毫银针、新国色
天香，分别获得绿茶、红茶、白茶和创新型
红茶的茶王，此外，还有 10 个茶样获得金
奖，17个茶样获得银奖。

“今年周宁茶叶的总体水平很高，特
别是绿茶的综合水平，是历年来最好的一
次，可以代表全省较好的绿茶水平。周宁
将加工技术、品种多样、气候资源等优势
结合在一起，让周宁茶叶十分突出。”农业
农村部茶叶指导组专家、省农业农村厅推
广研究员高峰说。

高山云雾出好茶。本次手工制茶、斗
茶大赛能成功举办，并获得专家评审的一
致好评，离不开周宁县委、县政府在“如何
做好周宁高山云雾茶”这个课题上下足功
夫。近年来，周宁县委、县政府坚持“稳面

积、调结构、提质量、扶龙头、创品牌、促增
收”的工作思路，以加强茶园建设、茶叶生
产为基础，以优化茶产业结构为契机，以
打造“周宁高山云雾茶”公共品牌为主导，
努力推动该县由茶业生产大县向茶业生
产强县转变。

截至目前，周宁县现有茶园面积 10.7
万亩，其中标准化生态茶园 6 万亩，有机
茶园 5000 亩，茶树品种 20 多个。拥有茶
企和茶叶专业合作社 146 家，其中省级龙
头企业 7 家、市级龙头企业 8 家、通过 SC
认证的企业 24 家。同时，周宁县的茶产
业还初步形成了以绿茶、红茶、花茶为
主，乌龙茶、白茶为辅，逐年发展壮大的
格局。2022 年全县生产干毛茶 1.1 万吨，
毛茶产值5.18亿元,茶产业综合产值约15
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容 通讯员 吴美玲）迎着5月清
晨的朝阳，沿着蜿蜒的茶山机耕路至大山深处——
寿宁平溪镇木场古茶树保护基地。青山如黛，片片茶
树碧绿如染，缕缕茶香沁人心脾，三五成群的茶农正
忙着采摘茶叶。

“今天采了十几斤，帮我先称下。”“我这也还有几
十斤。”木场村的村民们争先恐后和一个茶商说道。“别
急，一个一个来，你们采了多少我们就收多少。”茶商一
边给手里的口袋称重一边应和。茶青收购商是由县相
关部门牵头引进的，到木场村来收购古树茶茶青。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帮助我的村干部，感谢现在的
好政策，让我又能增加收入。”木场村村民吴传高，抓住
此次增收的好机会，采摘茶叶300多斤，实现增收16500
元。“这一天我个人采茶15斤，一斤收购价55元，实现经
济效益825元，刚好其他春茶已经采摘结束，可以采摘
古树茶。”木场村村民吴传根接过现金说道。

一业独大难为继，齐头并进产业兴。木场村在
原有古树茶、粽叶等产业基础上，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建成古树茶示范基地1000
多亩，通过政府牵头引进福安等地收购商，广开销
路。今年，木场村古树茶出售2000多斤，按照55元/
斤计算，给老百姓带来了11万余元收益。产业蓝图
的日渐清晰不仅增加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也为乡
村振兴筑牢发展基础。

据悉，平溪镇木场村位于平溪镇西南部，距离镇
政府所在地11.5公里，海拔1096米，是平溪境内海拔
最高行政村，木场村风景秀丽，木场村茶叶历史悠久，
茶叶种植面积1000多亩，因海拔高、云雾多、露水重、
虫害少，这里出产的茶叶品质上乘，吸引了无数客商。
木场拥有保持最原始的小菜茶基地，官山一片200多
亩的野菜茶，茶树龄均几十年以上，4至5米，颇为壮
观。因海拔高，昼夜温差大，造就了独特的高山绿茶。

周 宁

举办手工制茶、斗茶大赛，赛出第一“茗”

我家门口，一步之遥便是茶叶一
条街。我知道，这条街周遭有“中国
红茶之都”富春茶城、茶王街等机构
和茶叶商铺。我却不知道，街边一栋
高楼还设有一个有份量的机构：中国
红茶数字交易中心。据交易中心人
员介绍：交易中心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及智能终端技术，将开
展茶叶数字化交易及金融、保险、检
测等产业链配套服务，并建设茶叶
5G 大数据平台系统、茶叶质量安全
管理追溯系统和茶叶电商销售平台、
业务支撑服务平台等数字化茶叶电
商交易与管理服务系统。

我移步至茶叶一条街，只见一爿
爿茶铺大都销售坦洋红茶，如有来
客，好客的店主会沏上一壶坦洋工夫
茶，邀客品茗。

随着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市场
体系的日趋完善，福安茶产业需要拓
展与茶叶有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
产业聚集，促进茶产业、茶科技、茶文
化融合的红茶数字化交易中心，和一
个专业性的茶业市场。为此，福安市
委、市政府依据“十四五”规划《纲
要》，投资 5 亿多元建设这个交易中
心，而福安市的茶叶商家也携手合力

建起富春茶城，茶城商铺达 600 多
间。而与之毗邻的茶王街，还拥有茶
文化广场、茶叶仓储、茶叶博物馆
等。这里聚集着福安各地的佳茗，产
品远销全国各地，每年茶叶销售额达
40多亿元。

生在茶乡，我自然对茶叶生产和
品茶有所偏爱，因之与茶人多有来
往，也了解几位茶人的传奇人生和创
业艰辛。

在富春茶城内的白云山茶铺，其
福安花果香型红茶茶叶年销售额达
2000万元，这是福安最近新鲜“出炉”
的一款茶，是坦洋工夫推陈出新的一
款新工艺工夫红茶，很受各地茶商和
消费者的青睐。茶铺子的主人叫郑
国声，是白云山山麓留洋村的村民。
当年，他是该村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大
学生，毕业后在福安三中担任英语教
师。那年，执教7年的他，毅然辞职回
村带领村民垦荒种茶，并创立了福安
市白云山茶业有限公司。我曾经问
他：“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职业去
艰苦创业？”他回答：“如果纯粹为了
赚钱，我就不会辞去教师那份工作
了。因为我深知山旮旯里的村民，世
代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日子仍
过得相当窘迫。所以，我要用自己所
学的知识，带动大家把贫穷的破帽彻

底摘掉。”他还说，“当年，我妈曾对
我说，放着‘皇粮’不吃？咋去干

那汗流浃背吃力不讨好的苦差
事？”他辞职回村办茶叶初制
加工厂，并招徕村民入股以
“财分天下人”。他要用自己

学到的知识打造无农药、无
化肥的现代茶园，并实现全
程可监控操作。

设想很美好，现实却骨
感。他制作的红茶，随着坦洋

工夫红了一阵后突遭经济大环
境低迷而差点黄了。这时，许多

茶农就找郑国声退股，郑国声原本
为大股东，举债创业就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哪有钱还股金？然而，没办法
也要想法子，俗话说，硬气的人物打

断牙齿也会吞到肚里，他四处求亲
告戚筹措资金还给股民。因此他

欠下了一屁股债。还好他经历
了多年岁月的磨砺，深信坦洋
工夫这块牌子是不会倒下
的。终于有一天，他接到北
京一公司客商来电，说要订
制坦洋工夫红茶，但要求是
郑国声自己生产的有机茶
叶，不能用农药和化肥。对
方事先认真经过考察和事后

茶 叶 化 验 ，完 全 符 合 订 制 标
准。郑国声终于和北京公司做成

了一大笔生意，日后，还和北京客
商成了好朋友。

富春茶城毗邻的茶王街，俨然是
福安又一条网红街。“天华源”茶铺子
前摆放着茶桌，许多人在这里品茗，
一中年男子在沏茶招呼来往客商。
我一眼认出他就是“天华源”茶铺子
的主人黄忠斌。他是茶企商户们首
选出的茶王街商户代表，并担任了该
地茶叶市场分会长。为了打响百年
红茶品牌“坦洋工夫”，他得到福安市
政府的支持，牵头联合福安市各家茶
企与岩湖村委达成协议，并多方筹措
资金，创立了极具地方特色和文化气
息的茶旅一体网红茶王街。去年茶
叶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

黄忠斌，穆阳苏堤人，一家三代
做茶叶生意，从小浸泡在茶渍中的
他，长大后便继承了家业。他希望自
己的世界除了茶叶，还有别的东西，
于是就出去闯天下。前些年，其母要
他回到福安做茶叶生意。于是，他驾
轻就熟将“天华源”的茶叶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一年茶叶年销售额就达
3600 万元。黄忠斌高山茶园种植的
茶叶，纯属自然栽培，保留原始茶叶
风味，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基
此，“天华源”茶叶还被纳入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及安全信息
监管平台。

带着好奇，我走进茶王街的天一
阁茶铺。环顾四周，这个铺子可谓古
朴不失典雅，简单透着大气。铺子里
一男子抚杯沏茶，气质儒雅。他就是
章伏光，社口镇林柄村人。1988 年，

他开始跟随母亲做茶叶生意，从收购
茶青到成立茶叶加工厂，两年后，创
立了福安市天一阁茶业有限公司，公
司成为宁德市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
业。如今，茶叶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
元。出生山区农村的他一路披荆斩
棘，终于走上了坦途。他之所以要创
立公司，一大原因就是以提高茶区人
民的生活水平。公司通过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与茶农链结成产加销一
条龙的经济联合体，辐射带动周边村
落，按“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的
产业化组织模式，使 700 多户茶农年
增收360万元。

章伏光的公司种植的茶叶不打
农药，不施化肥。公司的每一款茶
叶，从采来的茶青到炒茶的温度等都
严格按照标准把控。2021年，对于章
伏光来说是幸运的一年。先是在福
安第十六届坦洋工夫斗茶赛中获得
传统工艺坦洋工夫的“茶王”大奖，紧
接着又在选送的创新工艺坦洋工夫
红茶宁德市茶王赛中，斩获红茶类

“茶王”大奖，成为当年红茶斗茶赛中
的“双冠王”。

中国红茶数字交易中心的繁华，
与“中国红茶之都”富春茶城、茶王
街、茶叶一条街茶人的繁忙，形成了

“中国茶叶之乡”——福安的力之双
翼，可以预见，这对丰满的羽翼，将如
鲲鹏展翅一飞冲天九万里，飞到更高
更辽阔的天宇！

茶人茶事茶人茶事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5 月 10 日，由新华社品
牌工作办公室、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新华社上海分社、中国搜索等联合主办的 2023
中国茶品牌建设论坛在上海举办。来自茶行业的专
家、学者及各界领导、企业代表、媒体代表共聚一堂，
就茶文化传播、茶品牌建设、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
深层跨界探讨。

论坛以“践行‘三茶’统筹，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
为中国茶产业的品牌建设道路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
论坛分主旨演讲、跨界演讲、圆桌对话等环节，专家、学
者及各界领导、企业代表结合各自的研究成果，从不同
的角度和视野，聚焦品牌打造、生态茶园建设、产业振
兴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讨。论坛上，由新华社中国经
济信息社组织评选的“2023喜爱的中国茶品牌”“2023
大众喜爱的中国茶企品牌”“2023中国茶品牌建设优
秀案例集”等结果揭晓，我市福鼎白茶、坦洋工夫，品品
香茶叶，福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分别上榜。

据介绍，各项评选根据网络投票、电商口碑数
据、专家评选结果进行综合评定。此前的4月26日
至5月2日，中国经济信息社发起相关投票活动，并
秉持“公开公正，公平公益、公认公证"的原则，在互
联网数据检测及筛查下，筛选出30个候选品牌进入
网络投票环节。

寿宁平溪镇：

木场山上古茶树
铺就村民致富路

我市福鼎白茶、坦洋工夫上榜
“2023大众喜爱的中国茶品牌”

繁华的茶都，繁忙的茶人
郑美珊

本报讯（陈婷 闻舒）4 月 25 日-5 月 3 日，以“这
山·这水·柘有好茶”为主题的“第 22 届八大处中国
园林茶文化节暨首届福建柘荣高山白茶文化周”在
北京八大处柳溪山房广场举行。活动由新闻发布
会、开幕式、斗茶大会、推介会等环节组成，柘荣茶文
化精品展、地方特产展销会、柘荣高山白茶品鉴会等
贯项目穿始终，间以精彩的老北京非遗专场演出、柘
荣非遗表演等节目。

作为全国农产品最大推介平台之一的石景山区
八大处，是目前北方地区著名的茶文化推介活动品
牌。从2002年创办中国园林茶文化节以来，就以结
合推介地方茶产业为主的农产品为己任，历经20年
而不绝。本届中国园林茶文化节首次携手“柘荣高
山白茶”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和互动体验，为北京市民
和各地游客呈现了一场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

活动期间举办了柘荣高山白茶斗茶大会，专家
评委从所有参赛的柘荣高山白茶中分白毫银针、白
牡丹、寿眉三组，各自评出茶王1名、金奖2名、银奖
3 名、优胜奖 6 名，并由现场游客从三组中各自投票
选出 1 名百姓最喜欢的茶，让游客满饱眼福。产品
推介会上，龙井岗、石古兰、桂岭茶叶、安记茶业等纷
纷登台亮相，吸引观众近距离领略柘荣高山白茶的
文化内涵与茶色茶香。据不完全统计，仅活动期间，

“柘荣高山白茶”销售超过一百万元。

“第 22 届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节暨
首届福建柘荣高山白茶文化周”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