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百家茶企组团参展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这是一场蕴含着茶文化、茶科技、茶生

态、茶旅游、茶贸易等多主题元素碰撞交流的
盛会。

这是一次天南地北爱茶人汇聚一堂、品
茗交流，畅谈未来图景、寻找合作机遇、促进
合作共赢的“交友会”。

5 月 25 日至 28 日，2023 年春季中国（广
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
市 8 个县（市、区）的近百家茶企组团参展本
届茶博会。强大的阵容、过硬的产品让“喝好
茶到闽东”被更多业界人士所认可，为闽东茶
再“添一把火”。

广州是全国最大的茶叶批发市场和消
费市场，是中国近代茶叶国际贸易的主要口
岸。广州茶博会是公认的茶业界的“广交
会”，是中国茶业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展会，在
弘扬中华茶文化、科学引导茶消费、促进国
际茶产业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与纽带
作用。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德三都
澳港曾被誉为‘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都曾
有过辉煌的茶叶经贸发展历程。广州作为我
市最早并持续开拓的市场之一，两地茶人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希望以此次参加广州
茶博会为契机，积极构建两地交流平台，共谋
产业发展新篇章。”市政协副主席黄建龙说。

为宣传、展示闽东茶叶公共品牌，推介闽
东优秀企业和优质茶产品，弘扬闽东悠久茶
文化，此次茶博会宁德茶界联袂参展，在展馆
设置宁德茶叶品牌展区近两千平方米，集中
展示宁德所辖县（市、区）的区域公共品牌和
优势企业品牌，是本届茶博会组团规模最大、
茶叶品牌最齐全的区域特色展区。

赏白茶、话白茶、喝白茶、销白茶，福鼎白
茶展厅内，白茶企业云集，每个展位都体现了
各个品牌企业的特点，或融合时尚或展示文
化，或融合古韵或展示风情，吸引了众多茶友
驻足品鉴；

福安展厅区，福安茶人一边泡着茶，一边
向来往客商介绍着“坦洋工夫”的特色和历
史，一杯杯韵味悠长、入口甘醇的香茗向宾客
传递着“喝过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的动
人故事；

步入寿宁展厅，茶香袅袅，此次不仅有独
具寿宁特色的“寿宁乌茶”首次亮相大型茶业
展会，也有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花香型高山红
茶和金花白茶，这些新兴生力军为“寿宁高山
茶”这一老品牌注入了新活力……

“具有清醇、清爽的风味。喝完后久久留
香，感觉很好。”在柘荣展厅，来自广州的茶商
高先生在品尝过柘荣高山白茶后赞不绝口。

此次他把“坦洋工夫”“福鼎白茶”“寿宁
高山茶”“周宁高山云雾茶”等宁德特色茶种
都品鉴了一遍。“这次闽东茶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回去后，我会带着我的销售团队专
门跑一趟宁德，和这次接触的闽东茶企进行
更深入的对接与合作。”

“一个上午，来品茶的客人就没停过。一
位广东客商还与我们就在广州设立老傅茶空
间达成了合作意向。”在蕉城展厅，福建省宁
德市赤溪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傅佛华很是忙
碌。在他看来，这样参展的机会十分难得。
通过这一活动，不仅展示了品牌个性，扩大了
闽东茶的影响力，更是提供了一个与全国茶
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提升的机会，为企业
打开了一扇了解全国茶行业趋势的窗口。

“这是今年闽东茶界第一次大规模组团参
加此类茶业盛会。这次参展的企业不仅数量
多，参展积极性也高。众多茶企踊跃报名，都
希望抢抓机遇，扩展市场，让更多的茶爱好者
认识宁德好茶、爱上宁德好茶。”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李辉表示。

在本届茶博会中，市县两级茶产业发展
中心还组织相关人员走访了广州各大茶叶市
场，考察调研我市茶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销售情况和市场前景，并就如何扩大闽东茶

品牌影响力与销售渠道与在粤的闽东茶人展
开探讨。

愿得茶香飘四海，不负青山不负人。
近年来，在赋能茶产业发展上，宁德始终

耕耘不辍。茶产业是宁德优势特色产业，是
推进乡村振兴的八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
来，宁德茶产业在生态建设、质量安全、龙头
培育、品牌创建、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
都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
的产业发展之路。

截至2022年底，宁德市毛茶总产量12.68
万吨，同比增长 7.23%，毛茶产值 48.37 亿元，
同比增长 5.65%。全市拥有各类茶叶生产经
营主体近 9000 家，9 个县（市、区）就有 5 个入
选全国重点产茶县，3个县（市）入选全国十大
生态产茶县；在2022年11月底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上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茶业百强县域”
名单中，宁德市占据5个席位。

□ 本报记者 茹捷

茗者八方皆好客，道处清风自然来。5
月 25 日至 28 日，2023 年春季中国（广州）
国际茶业博览会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在
本届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上，寿宁
展厅内，中外来宾一同品茗论茶，言笑晏
晏，其乐融融。

此次博览会，寿宁县组织了寿宁金花白
茶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瑧越茶业有限公司等
14家企业参展，是寿宁县参加此类茶博会中
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其中，既有传承多年的
金字老招牌，也有茶界的新兴生力军。

在展厅内，寿宁县新推出的“寿宁乌
茶”，闪亮登场，受到羊城茶友的广泛关注，
刮起了一阵茶香四溢的“黑旋风”。

寿宁乌茶，是独具寿宁特色的高香红
茶。为做大做强做优茶产业，今年，寿宁
县以“寿宁高山茶”为基础公共品牌，汇聚
寿宁茶业龙头企业和制茶大师、非遗传承
人全力推进寿宁茶叶二级品牌“寿宁乌
茶”的打造。

“这次我们带来了3大系列6个品种的
寿宁乌茶，受到了广州茶专家和茶友们的
好评。”福建瑧越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小
斌表示，下一步，企业还将加大对南方市场
的拓展，进一步扩大“寿宁乌茶”的品牌影
响力，让更多人了解“寿宁乌茶”、爱上“寿宁乌茶”。

同样是创新型产品，寿宁金花白茶科技有限公司
的“金花白茶”也引起了一群俄罗斯客商的关注。

“什么是‘金花’？”“现在有哪些品种？”……外国友
人的一个个问题由翻译抛向寿宁金花白茶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叶兴妹。在叶兴妹的耐心解释下，俄罗斯客
商对这款会“开花”的茶极感兴趣。双方互相留了联系
方式，以便日后进一步深入交流。

从 2019 年返乡开展科技攻关推出寿宁“金花白
茶”，到2021年成立寿宁金花白茶研究院，再到如今涵
盖 6 个系列 30 多个品种的金花白茶，在叶兴妹看来，

“金花白茶”的市场广阔。“这次参加茶博会，我们收获
很大。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寿宁‘金花白茶’，也找到
了新的商机。我们已经收到一家企业邀请，准备下周
前往深圳，进行产业合作的深度对接。”叶兴妹笑着说。

“目前，寿宁高山茶在广州市场销售有一定的基础，
也拥有了一批固定客户群，发展潜力巨大。这次接到广
州茶博会的通知后，我们筛选了一批优质茶企来参加这
次活动。希望借助此次博览会这一平台，进一步提升

‘寿宁高山茶’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展寿宁高山茶
在南方的销售市场，走出一条具有寿宁特色的乡村振兴
路。”寿宁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范世朗说。

寿宁县是中国名茶之乡、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茶叶
产业发展示范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中国茶产业百强
县、全国红茶重点产区、福建十大产茶大县，是全国茶叶
百强县。寿宁县公共品牌“寿宁高山茶”被评为“粤港澳
大湾区最受消费者喜爱区域公共品牌”和“福建十大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今年5月20日，在第四届茶乡旅游发
展大会上，寿宁县被授予“全国特色魅力茶乡”。

目前，寿宁全县茶园面积 17.67 万亩，产量 2.17 万
吨，毛茶产值 15.1 亿元，全产业链产值 45 亿元。茶园
面积、茶产量、毛茶产值、全产业链产值均位居宁德
全市第三、全省第四。茶叶税收近 1000 万元，茶农人
均纯收入 7300 多元。全县现有茶企 385 家，县内 70%
人口从事“寿宁高山茶”相关行业，拥有 3 万多人的营
销队伍，在全国各地开设茶庄、茶店、茶叶公司等
2100多家。 □ 本报记者 茹捷

茶
博
会
里
﹃
新
﹄
味
浓

5 月 25 日，2023 年春季中国（广州）
国际茶业博览会拉开大幕。在宁德茶叶
品牌展区中，柘荣高山白茶展厅颇为引
人瞩目。

展区面积 429 平方米，居各县之首，
也刷新了自身参展记录，参展企业16家，
在县级组团中数量第一。在这个春夏之
交，柘荣茶企打响了挺进广州为代表的南
方茶市第一“枪”。

一个月前的4月25日，柘荣茶企刚刚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集体亮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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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下鞍，柘荣茶企又
组团投入这次的广州茶博的准备中。短
时间内如此密集参展，对于柘荣来说，前
所未有。一北一南两场活动，无疑透露出
一个信号——面对机遇期，柘荣县茶界顺
势而为，北进南拓，力争进一步打响柘荣
高山白茶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

在本届广州茶博会上，柘荣参展茶
企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展示自家的“拳
头”产品，现场冲泡的香茗，让五湖四海
的茶人体会到柘荣高山白茶香高、味浓
的独特韵味。各个展位茶客络绎不绝，
称赞连连。

柘荣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曦表
示：“这些年，柘荣县激励茶企秉承工匠精
神，用心做好茶。随着全面有机天然化和
基地高质高端化发展新模式的推广，柘荣
高山白茶品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北方
市场已逐渐站稳了脚跟。但广东等南方
茶叶市场，仍是柘荣茶企较少涉及的区
域。这次柘荣县精挑细选出最具代表性
的茶企和茶产品参展，就是为了更好地打
开广州这个大茶市，让更多的人认识柘荣
高山白茶，喜欢上柘荣高山白茶。”

客商的态度最具说服力。展会开幕
仅半天，宁德明玉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展位便来了一位“任性”的客商。这位广
州连锁茶楼的负责人在品尝了明玉祥公
司的白茶后，十分满意，当即提出要立即
包圆该展位所有茶叶。这样幸福的“烦
恼”令还在参展的明玉祥公司负责人潘章
新十分为难。几经劝说，该连锁茶楼的负
责人才勉强答应，“清仓”时间推迟到茶博
会结束。

潘章新说：“我们公司虽然从 2021
年才开始跟随柘荣组团参加各地茶博
会 和 推 介 会 ，但 取 得 的 效 果 却 很 显
著。今年，公司预计茶叶总销量将比
2020 年增加近 4 成。增长份额中很大
一部分都是通过各地茶博会，认识新客

户所带来的。”
在此次茶博会中，如潘章新般找到

“知音”的柘荣茶企还有很多。柘荣茶企
与广州茶商的深度合作，在此次茶博会的
催化下正持续“发酵”。

小山城闯出茶叶大市场，市场认可度
提升的原因只有一个——茶好。地处中
国白茶核心产区的柘荣，自然生态的产茶
环境、独特优良的茶青品质、传统创新的
制作工艺和厚重多元的茶史人文及高效
高质的管控体系，孕育了“柘荣高山白茶”
芽壮毫显、色白形美、香浓味醇显山韵的
卓越品质。

2021 年，“柘荣高山白茶”成功注册

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授予柘荣“高山白茶之乡”荣誉称号,
柘荣高山白茶团体标准通过国家标委会
审核实施。

2022年，柘荣县还成功入选“2022年
度全国茶业百强县”“2022年全国茶业最
具投资价值县”。

截至 2022 年底，柘荣县茶叶种植面
积达7.2万亩，农民人均茶园近1亩，位居
全省前列，实现全产业链总产值 15 亿
元。这片“金叶子”已成为拉动百姓收入
增长的驱动器，撑起全县茶农增收的半壁
江山，有力助推了柘荣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茹捷

北进之后，“柘”片茶叶南“闯”羊城

寿宁展厅寿宁展厅 吴圣锦吴圣锦 摄摄

5 月 26 日，2023 年春季中国（广州）
国际茶业博览会进入第二天。福安“坦
洋工夫”红茶展厅里人潮涌动，比第一天
更为热闹。宾客们边品鉴、边探讨、边交
流，一杯杯韵味悠长、入口甘醇的香茗传
递着“喝过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的
动人故事。

福安“坦洋工夫”红茶展厅是宁德组
团中唯一一个推介红茶产品的展厅。此
次福安参展主推的是传统工艺坦洋工夫
红茶和创新工艺的花果香红茶，其中花果
香型红茶尤其受到女性消费者和年轻茶
客的欢迎。

1371 年，福安茶人发现当地野生“坦
洋菜茶”，开始人工培育并用其制茶以来，
工艺不断创新，于1851年创制“坦洋工夫”
红茶，随后两次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
奖，声名远播的福安茶顺水而下，经赛岐、
福州等远销欧亚国家。

还看今朝。借助此次广州茶博会，
“坦洋工夫”红茶再次“乘风远航”。展会
中，一家广州的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在品尝
了“坦洋工夫”红茶后，当即找到福建隽永
天香茶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峰表达了
合作意向，双方约定将在近期展开互访。

“我们公司在 2008 年便拿下了自主

进出口权，但‘主战场’主要集中在东南
亚。而广州这家进出口公司主要销售区
在欧盟。如果能实现强强联合，无疑对我
们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极大助力。”李峰表
示，在此次展会中，公司不仅在出口渠道
上找到了新方向，在奶茶原料供应、连锁
茶叶超市供货、销售商协作洽谈等方面也
收获颇丰。截至5月26日，有计划合作和
大宗购买的商家已近60家。

参加此次茶博会的福安农垦集团也
收获颇多。该集团此次茶博会带队陈丹
清表示，目前广东的进出口公司、连锁酒
店、传媒公司等，一些企业及国际友人都
对坦洋工夫红茶评价颇高，许多客商都有
合作意向。

与其他展厅主打推荐茶产品有所不
同，作为福建省茶科所、宁德职业技术学
院所在地的福安，茶科教的对接也是该展
厅一大特色。两天来，多家院校和茶技能
培训机构慕名而来，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便是其中之一。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茶艺与茶文化
专业的朱老师介绍：“福安是著名茶叶之
乡，红茶主产区，工夫红茶和花果香红茶的
发源地，而且福建省茶科所和宁德职业技
术学院又都在福安。我们作为广东本地职

业院校，希望能与福安的茶科研机
构、院校、茶企在今后有更多的交
流，共同探索产教研融合、人才培
养新模式。”

福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广州作为南方重要
茶叶销售市场，我们通过此次茶
博会，进一步增加福安茶企与广州
及周边区域消费者的相互了解，进一
步提升‘坦洋工夫’红茶的品牌知名度，
在南方市场取得新的突破。同时，也希望
与广东茶企、院校在‘茶产业、茶文化、茶
科技’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度交流、协
作，助力福安产业提质增效。”

一茗香飘惠万家。福安是“坦洋工
夫”红茶的发祥地。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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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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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福安现有茶园面积30万亩、涉
茶人口40多万人。获得了全国无公害茶
叶生产示范基地、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
地、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

基地、全国茶叶百强县等荣誉，享有“中国
茶叶之乡”“中国油茶之乡”“中国红茶之
都”“中国花果香红茶发源地”等美誉。坦
洋工夫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中国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中
国茶叶区域最具经营力品牌”的称号，坦
洋工夫红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坦洋
工夫茶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坦洋
工夫品牌价值达 46.41 亿元，名列国内红
茶之首。

□ 本报记者 茹捷

福安“坦洋工夫”红茶“香”约羊城

柘荣展馆柘荣展馆 吴圣锦吴圣锦 摄摄

编辑：彭小妮 电话：2805119 邮箱：mdrbwy@163.com
美编：谢绍俊 校对：陈小秋66版版

2023年
5月29日

茶道休闲

福安展馆福安展馆 吴圣锦吴圣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