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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动态茶业动态

立夏过后，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迎来
茶叶管护期，茶农手持茶树修剪机，穿梭
在茶树间修剪。“现在是病虫害多发季，将
这些长势旺盛的枝条修剪掉约40厘米，这
样能减少病虫害，保证 60 多天后秋茶品
质。”茶农叶春雄介绍。

茶叶俏，茶农笑。“今年春茶品质好，
价格也不错，最好的时候，每公斤金牡丹
茶青能卖100元至120元。管护得好的茶
园，每年亩产产值能有 8000 元左右，茶叶
有价，我们干活也起劲。”叶春雄清晨五点
多便在自家茶园内忙活开了。

叶春雄回乡种植茶叶已有十多年了，
以前靠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常年
不在家，不仅无法照顾家庭，小孩学习落
下了，也没存到钱，和家人合计了一下，他

决定回乡种茶。回乡这些年，叶春雄见证
了村里茶叶的逐步“走俏”。“近年来，政府
加大力度扶持坦洋工夫发展，茶叶行情逐
年变好，村民几乎都住上了三四层‘小洋
楼’，腰包渐鼓。”叶春雄高兴地说，茶闲
时，他还会携家出游，日子越过越红火。

漫步坦洋村内，茶香飘荡，间隔不远
便能看到茶叶加工厂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的场景。“我们村自古就有种茶、制茶、卖
茶的历史，由于品牌竞争、市场规划等原
因，坦洋工夫一度归于沉寂，村里年轻人
都出去务工了。随着市场回暖，现在很多

年轻人看到茶叶发展优势，都愿意留在村
里发展。”坦洋村党支部书记李青青介绍。

返乡创业大学生凌江华就是其中之
一，在看到坦洋工夫的发展后，回乡创办
了福建省研映红茶叶有限公司。“今年是
我返乡创业的第 5 个年头，这几年我通过
引种新品种，承包茶园，实行生态茶园管
理等方式，不断提升茶叶品质。”凌江华
介绍，现在他的茶叶不仅品质提升，还有
了口碑和市场，去年，茶叶销售量达 5500
公斤，销售额 120 万元，目前，他正建设茶
叶标准化厂房，为扩大生产规模做准备。

“茶叶是福安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主
导产业。”福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温
铃光介绍，福安现有茶园面积 30 多万亩，
茶叶综合产值达110亿元，近40万人口涉
茶，茶产业承载着当地乡村振兴破题开局
蹚新路的使命。

龙头引领产业兴。目前，福安共有
茶企 600 多家，培育了规上茶企 29 家，
省市级龙头企业 52 家，其中，7 家茶企
拥有自营出口权，8 家茶企获 ISO 认证，
去 年 ，茶 叶 产 量 2.81 万 吨 ，总 产 值 达
21.2 亿元。

稳定茶叶品质是福安茶产业发展“生
命线”。近年来，福安不断推动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出台了《进一步促进“坦洋工
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试
行）》等措施，引导企业标准化生产、标准
化管理；持续推进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
系建设，全国首个 5G 农业智慧茶园示范
区落户坦洋茶场，实现“数字+”与茶产业

的有机融合，为产好茶提供有力保障。
2022年，“坦洋工夫”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
值达46.4亿元。

茶旅融合渐入佳境。在坦洋村坦洋
工夫传习所里体验世界非遗坦洋工夫制
茶技艺；在城阳镇天湖茶庄园欣赏茶园风
光；在白云山佳木文化休闲茶庄园内感受
独特的乡村旅游……福安在茶旅融合中
不断融入研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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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为媒，今年一季度，福安共接
待游客 190.41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8.87亿元。

延伸产业链，导入新业态。在坦洋村
村口，一家“遇见坦洋”奶茶店格外醒目，
小资风格装饰、各式红茶衍生品引得游客
驻足拍照打卡。“在前期选择奶茶原材料
时，我尝试了很多茶叶品种，坦洋工夫红
茶独特的辨识度让我印象深刻。”店主陈
香雪在经过两年的研发调配后，今年 4 月
推出“遇见坦洋”自创奶茶品牌。与此同
时，福安还开发坦洋工夫福茶系列纪念
品、茶叶帆布包、香囊等，做足“茶叶+”文
章，全力推动茶叶发展多点开花。

“涉茶从业人员约占全市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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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价值。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陈雅芳 文/图

“坦洋工夫”富民显功夫

茶农在厂房内对收购回来的茶叶进行萎凋茶农在厂房内对收购回来的茶叶进行萎凋

天气潮热的季节，是排出体内寒湿的好时节。
随着温度的上涨，空中的湿气也会跟着上涨。

因此对于湿气重的人来说伤害更大，那么你知道如
何祛湿吗? 推荐夏季九道祛湿茶。

茶不是药，但是很好的养生饮品。
茶不是药，但对于不同体质的人来说，应有不同

的选择。湿气重的人，对于喝茶这件事，也应该有不
同的选择。

湿气重喝什么茶好？

最近南方雨水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潮湿
气候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如果能喝点茶来调理一
下身体是最好了。

天热排寒湿正当时，不要错过！
最好的策略借助外界热量，以艾灸疏通经络，让

身体将寒湿排出体外。再适当地喝些温补的茶提升
身体的能量，协助身体排除寒湿。

绿茶
喝茶排湿气这个季节当然首选绿茶。
绿茶本身不发酵，茶叶就没有氧化，可以最大限

度地保留鲜叶的各种物质，绿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
碱、茶多酚等多种成分，能够比较全面地被保留。

因此，如果喝绿茶，更有利于利尿，比如：洞庭碧
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安吉白茶等都
是中国著名茶叶。

绿茶性寒，对于体质本身是寒性的朋友一定要
注意观察或少喝，如果有反应停止喝。胃不好的茶
友，也应关注自己的胃，如发现不适，也少喝或不喝。

对于正常群体，体质一旦有所改善，可以考虑与
其他茶一起喝，上午喝绿茶，下午喝其他茶。

普洱熟茶
最简单的祛湿方法——泡一壶老熟普，慢慢喝，

喝到手脚发烫，额间后背微微出汗，满屋子浓郁的茶
香环绕着你，就像做一场自然界的桑拿，怎么还会有
湿气存在你的体内。

乌龙茶
湿气重的人多属脾胃功能不太好，这时可以选

择乌龙茶等温性滋胃的茶来喝，虽然除湿效果不是
很快，但是长喝还是有效果的。

大麦茶
大麦茶的去湿功效超级棒。
在超市买来大麦，用水浸泡洗净，再晒(阴)干，

放进锅里，开小火不停翻炒，直到大麦变色、麦香涌
出时即可关火，置冷。

把水烧开，投入炒好的大麦，之后转小火熬煮
15分钟后熄火，就可以入杯上桌了。

阴天，手捧着热腾腾的大麦茶，浓郁的滋味带着
一股成熟清甜滑进嘴里，何等享受。

生姜红茶
毋庸置疑、实至名归就是它了。
在湿冷的天气喝一杯生姜红茶，简直就像冷天

泡在热水浴缸里面一样畅快。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滚烫的红茶里放入几片姜片，就可以饮用了。

枸杞薏米茶
薏米300克，枸杞子一把，红枣2-3颗，冰糖、水

适量。
将买来的薏米拣出杂质，用清水淘净并控干水

分;将薏米放入平底锅中，锅中不可放油，开小火翻
炒烘焙薏米，直至炒出薏米香味即可关火。

将红枣剖成两半或割开口子放入茶壶中，枸杞
子可抓一小把放入，如喜欢甜味可放几颗冰糖，再放
入焙好的薏米，冲入滚烫的开水，浸泡5分钟至10分
钟即可饮用。

薏米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
脓等功效，为常用的利水渗湿药。薏仁枸杞茶养肝
明目又利水祛湿，宜在养生饮用。

要调理湿气的问题，并非一天就能实现。需要
不断坚持，然后调整生活习惯。

@茶道与茶文化茶艺

夏天喝什么茶排寒湿

6 月 9 日上午，福安市白云山茶博物
馆正式开馆，为福安茶文化事业增添了一
张靓丽的名片。

上午9时，伴随着礼花绽放，开馆仪式
正式开始，在与会嘉宾和景区游客的见证
下，“白云山茶博物馆”顺利揭牌。随后，
与会嘉宾和游客一同参观了白云山茶博
物馆，博物馆馆长李立为大家热情讲解。

白云山茶博物馆位于宁德世界地质
公园白云山景区南门，紧邻该景区内的世
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场馆分传统制茶竹木
工具展示区、民国时期政府电函文件展示
区、清代—近代福安涉茶物件展示区、非
遗技艺体验区、手工筛制坦洋工夫茶展示
区等板块，集历史文物展出与坦洋工夫制
茶技艺体验于一体，展示福安茶文化底
蕴，体验感受动态传承非遗技艺。

“馆内收藏的物件以闽东地区涉茶实
物为主，特别是坦洋工夫茶产区的制茶工
具、茶具、茶器、茶商买卖契约等老物件，
为大家直观呈现茶文化发展历程的同时，
对福安三茶融合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李立介绍，白云山茶博物馆内的体验区能
够动态地展示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给游
客更深刻的体验，场馆设置在白云山景
区，还可以促进茶旅融合，进一步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

“今天带孩子来参观茶博物馆，看到
了茶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一些老物件，非常
震撼，希望我们的茶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
去，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多多到这里研学，
学习茶文化。”游客郭立梅说。

值得一提的是，白云山茶博物馆开馆
也是 2023 年非遗文化周的预热活动之
一。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有
170多年历史。相传，清咸丰年间，坦洋村
茶人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创制成功“坦

洋工夫”红茶。坦洋工夫茶的出口兴盛，
从清光绪六年到民国25年，平均每年出口
的坦洋工夫茶多达 10000 多担，极大地促
进了坦洋的市井繁荣。该茶经广州运销
至西欧，受到广泛喜爱，更成为当时欧洲
皇室贵族所青睐的下午茶。2021年，红茶
制作技艺（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列入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其中就包括坦洋工夫茶制作
技艺。

近年来，“坦洋工夫”红茶发祥地福安
市以茶为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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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馆仪式后还举行了坦洋工夫茶制
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林鸿先
生的授徒仪式，现场 10 余名徒弟递拜师
帖、行拜师礼，拜林鸿先生为师。

□ 本报记者 刘源 文/图

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
——白云山茶博物馆正式开馆

本报讯（朱乃章）5月26日，福鼎市点
头镇组织执法队动用钩机对点头大坪、江
美等村四处茶园违规施用草甘膦等化学
除草剂的茶树进行挖除，坚决遏制茶园违
规使用除草剂及化学农药现象。

当前，茶园进入夏季管理阶段，进入
病虫害控制关键期，为加强茶园绿色防
控，确保茶叶质量安全，近段时间来，点头
镇围绕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宣传为
抓手，以机制为引领，以技术为保障，多措
并举，深入推进全镇茶园绿色防控工作，
为茶叶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以镇、村干部为主体，组建了茶叶质

量安全网格巡查员队伍，入田间地头向茶
农详细宣传茶园绿色防控相关政策及茶
园使用化学除草剂及禁限用农药的危害
性，让茶农自觉做到不使用除草剂及禁限
用农药，从源头上保证茶叶品质。并通过
巡逻车广播、张贴悬挂标语、发放宣传单
等多种宣传方式，进一步提升广大茶农茶
叶质量安全意识，提高茶园管理水平。

重抓源头监管，规范提升农资市场经
营管理。不定期全覆盖、无死角开展农资
市场执法检查，排查辖区内农资经营点是
否建立购销台账、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禁限
用农药等现象，对违规化学农药进行统一
收缴，净化农资销售市场，助推福鼎白茶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强抓技术培训，大力提升绿色防控质

量。适时举办福鼎白茶专场茶技培训，与
茶农面对面，传授休茶季茶园管理措施以
及茶园绿色防控相关知识，为福鼎白茶伏
季休茶提供技术支撑。

严抓巡查整治，镇茶叶质量巡查队开
展茶山园地巡查，开展茶园使用禁限用农药
及除草剂现象排查，对发现个别存在喷洒禁
限用农药现象，立即给予警告并要求整改。

游客参观茶博物馆游客参观茶博物馆

点头镇：

狠抓茶园绿色防控 为茶叶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