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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茶仙子”全国评选活动福鼎赛区初赛
正式拉开帷幕。伴着轻柔的乐声，舞台
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女化身展现茶
艺魅力、传递茶文化的使者，带领现场观
众穿越时光长河，感受中国传统茶道文化
之美。

“希望借助‘白茶仙子’的茶艺诠释，
助力传统茶文化知识的普及，进一步向大
众展示白茶与茶艺的魅力，促进福鼎白茶
公共品牌的宣传，推动福鼎白茶走向全
国，留香世界。”福鼎市茶业协会党支部书
记陈兴华表示。

2010年，福鼎白茶有幸入选参展中国
上海世界博览会。为进一步打造福鼎白
茶品牌形象，福鼎首次开展了为期 3 个月
的上海世博会“白茶仙子”选拔活动。评
选结束后，“白茶仙子”们便远赴上海，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后，以上海世博
会联合国馆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世博会
系列活动。

“当时的压力非常大，生怕说错话，这
不仅是福鼎的事情，更是事关中国的脸面
问题。”当时荣获首届福鼎“白茶仙子”评
选活动冠军的翁雯雯曾坦言，在白茶仙子
评选结束后，她就关起门来充实自己，琢
磨着如何能在世博会上更好地推介福鼎
白茶。

在进一步精深自己的茶艺，并强化
学习了茶叶方面的专业术语后，被分到
世博园浦东新区 B 区的联合国馆 VIP 室
工作的她心中也有了底气，以一口流利
的英语向自己接触到的国家王储、公主
和贵宾等国际友人介绍中国茶文化以及
福鼎白茶。

最终，翁雯雯与另外 5 位参加上海世
博会的“白茶仙子”的出色表现，让不少
外地朋友与外国友人认识了福鼎白茶。
据了解，上海世博会结束时，联合国副秘
书长阿瓦尼·贝南还向翁雯雯颁发了嘉
许状，对她在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对联
合国馆作出的突出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及
赞赏。

“大众通过‘白茶仙子’，进一步加深
了对福鼎白茶的印象。所以在 2020 年首
届白茶仙子诞生十周年之际，我们再度开
展了‘十大白茶仙子’评选活动。”陈兴华
表示，希望新评选出的每一届白茶仙子都
能赓续精彩，发挥“她力量”。

2020 年入围“十大白茶仙子”的林婵
娟说:“有幸入围后，我觉得能够以‘白茶仙
子’的身份助力福鼎白茶的文化推广，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被评为“白茶仙子”后，林婵娟希望能

为茶行业创造出更多元化的价值，还创立
了自己的白茶品牌，担任了白茶故里·方
家山的形象大使等，努力向大众推广福鼎
白茶。

长期以来，福鼎活跃着一群为振兴福
鼎茶产业而努力“耕耘”的女性茶人。她
们尽己所能地传递福鼎白茶的文化内涵，
让这座小城的茶香飘得更远。

今年，“白茶仙子”评选活动也紧随时
代发展，有了新的“升级”。“我们从传统的
赛制选拔，升级为线上线下多舞台、多网

感等多元选拔赛制，增加赛事趣味性与互
动性；同时首次面向全国范围进行选拔，
打破‘小圈子 自己玩’的游戏壁垒，让更
多的目光聚焦到‘白茶仙子’全国评选活
动上。”陈兴华说。

在2023中国·福鼎“白茶仙子”全国评
选活动的启动仪式上，福鼎市茶业协会、
福鼎市融媒体中心、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的签约，也成了今年“白茶仙
子”评选的一大亮点。

“今年的全国评选活动分为福鼎赛区

和温州赛区，目前报名人数共 206 人。两
地将就中国·福鼎‘白茶仙子’的品牌建设
与推广展开领域内的深入合作，扩大宣
传，将宣传面从地区延伸至省市乃至全
国，打造覆盖广、频次高、强制关注的宣传
布局，实现互利共赢。”陈兴华表示，今后
两地将实现资源共享，以“先易后难”的市
场拓展战略，就中国福鼎“白茶仙子”的品
牌建设与推广展开深入合作，打造福鼎白
茶品牌传播矩阵，助力福鼎白茶品牌发
展，讲好福鼎白茶故事。

依托福鼎本土的区域优势，聚焦中
国福鼎“白茶仙子”评选，通过“白茶仙
子”的形象气质以及茶艺才艺来展示白
茶的高雅和品质，引导人们深度感受白
茶之美和茶艺之魅力，彰显“中国白茶之
乡”魅力。近年来，福鼎以“三茶统筹”理
念为指导，在遵循传统茶文化的基础上，
充分融入当地特色民俗文化，深化福鼎
茶文化内涵，拓展城市文化的价值内涵，
积极打造福鼎白茶冠名的精品品牌以及
文体赛事等，强化福鼎白茶的社会影响
力、传播力。

今年 5 月，福鼎白茶以 60.70 亿元的
品牌价值，位列“2023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第五，并被授予“最具品牌溢
价力”“最具品牌传播力”的品牌。这是
福鼎白茶连续 14 年进入“中国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后，创下的又一品牌
价值新高。2022 年，福鼎茶产业综合总
产值达 138.91 亿元，比增 1.2%。茶产业
经济效益稳中有升，茶产业提供就业岗
位 10 万余个，全国现有福鼎白茶销售网
点 1 万多个，有效带动 38 万涉茶人员增
收致富。

□ 王绮蓼

““她她””为白茶添魅力为白茶添魅力

◀

二○

二
三
年
﹃
白
茶
仙
子
﹄
全
国

评
选
活
动
启
动
仪
式

谢
树
渊
摄

▲2020年“十大白茶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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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白茶仙子”在实验
小学向学生推广白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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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下、巽城（隶属店下）曾经与桐山、
白琳、点头作为福鼎五大茶叶交易集散
地，为福鼎茶业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旧时，福鼎五大茶叶集散地店下占了
两席，足以说明店下茶业的地位举足轻重。

店下茶叶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上古
时期。

新石器晚期到青铜器时期，店下境内
的马栏山即有人类活动。尧帝时代，乐善
好施的蓝姑，在太姥山下，采植灵芽（灵芽
即为茶叶）医乡里，解麻疹肆虐之苦，说明
早在远古时期茶叶已存在。

自唐以来，店下茶叶已广为植种。唐
陆羽《茶经》引隋《永嘉图经》“永嘉县东三
百里有白茶山”语，专家查证“白茶山”即
太姥山，而店下地处太姥山区域，其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种茶，辖区的每个村
落都有种植茶叶传统。至清代中后期，店
下茶叶盛产年份每年出产茶叶在 5000 担
以上，远销国内外，茶业已成为店下重要
的支柱产业。

店下、巽城两地是店下镇茶业发展的
典范。

巽城处沙埕港中段，依山傍海，为种
植、贩卖茶叶提供了前提条件。巽城茶人
北上苏州、南下福州等地苦心经营茶叶，
为当地茶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
也涌现出“施仁泰”“林长盛”以及林嗣元、
林大钰等一大批茶人茶商。经过梳理得
知，清代，巽城的财主多达19户，其中有一
大半是以经营茶叶为生或依靠茶叶发

家。林嗣元是众多茶商的代表，他一生在
苏州、杭州一带经营茶叶长达二十年之
久，因“宁帮茶商公所，鸠资创立并订立新
规，同业便焉而彪炳史册”（语见《福鼎县
乡土志》），为福鼎茶商赢得话语权。

1906 年，沙埕港开埠以后，清末至民
国，巽城茶业得到长足发展，当地茶人纷

纷办厂制茶、贩茶。根据周瑞光的《摩霄
浪语》记载，在1941年前后，巽城共注册茶
厂 13 家，注册资本金达 31300 元（大约合
人民币 1000 万元），抗战前期巽城茶产业
进入全盛时期。

除了巽城，店下集镇是另一个店下境
内重要的茶产业集中区。新中国成立前，

店下街茶馆林立，先后开办茶馆达24家之
多，分布在西门外、旗杆里、后门塘等地，
较出名的有喻厝的秋记、福记，李厝的魁
记，以及李家、王家、张家茶馆等。同时，
还有外地人来店下与当地人合办茶馆，构
成店下茶业欣欣向荣的景象。抗战期间，
由于战乱频频，运输受阻，茶叶滞销，茶业
陷入低谷。

除此之外，岚亭、溪美等也有不俗表
现 。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十分重视
茶业发展。1950 年 4 月 8 日，在中茶公司
的支持下，国营福鼎茶厂宣告成立，同时
在桐山、白琳、点头、巽城等地设立 4 个收
购站和4个制茶所。巽城茶站作为福鼎四
大茶站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持续到
80年代末期，书写着巽城茶业的繁荣。

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店下茶业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20年
底，店下镇共有茶园面积 28080 亩，茶农
5100余户，茶叶总产量达1450吨，茶叶加
工企业 65 家（主要分布在店下、溪美及菰
北 3 个村），总产值达 3.6 亿元，其中 SC 认
证的茶企业 14 家，白茶授权的茶企业 8
家，市龙头茶企业 1 家，正在申请 SC 认证
的茶企业3家。

近年来，店下镇采取强化茶叶质量管
控、茶园绿色防控、茶园信息建设等，推动
茶业发展，让茶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要产业之一。

□ 曾云端

店下茶叶加工 佚名 摄

文化茶座文化茶座

店下茶业的前世今生

【褒义术语】

1.回甘
指苦味在口中转化后产生甘甜的过程。
2.生津
指两颊、舌面、舌底、有唾液不断涌出。
3.层次感
层指重叠之象，次指先后顺序。指茶汤香气和

滋味在口腔中转变的感觉。
4.喉韵
品茶后，茶汤带给喉咙的感觉，如甘、润、燥。
5.饱满
指茶汤物质丰富而带给口腔的一种充实感。
6.果酸味
品茶汤时带有鲜味，像新鲜的酸果味。
7.陈韵
经时间陈化而产生的韵味，常在有一定年份的

旧茶中易感到。
8.香气内敛
香气不张扬，其香在水，用心则有，不用心则无。
9.入口即化
茶汤入口，不用有意识地吞咽，自然入喉。特别

是陈年好茶，人们说“入口即化，喝了没喝”，是品普
洱茶时人们对茶汤水性最高境界的赞叹语。

10.爽朗
经岁月的陈化仓储优良的茶汤入喉后，口腔爽

朗，牙齿有清晰感。
11.舌底鸣泉
生津的最高境界，重点在“鸣”字，接连不断之意。
12.药香
陈年老茶的共同特征，药香浓郁通常是对老茶

香气的一种赞扬方式。

【贬义术语】

1.酸味
在揉捻后未晒干，压制时所含水分过高而产生。
2.青味
杀青温度不够或时间不足而产生，严重时会有

“青腥味”。
3.锁喉
品茶后，咽喉过于干燥，吞咽困难、紧缩发痒等

不适感，人会微觉不安、烦躁等。
4.茶水分离
茶汤入喉，嘴里留的不是茶味，而是水气。

@茶道与茶文化茶艺

伴随空气中的淡淡茶香，笔者走进寿宁县斜滩
镇香菇山村，青翠欲滴的茶树丛中，不时传来阵阵
笑声。

“斜滩的茶山连绵起伏，茶树长势茂盛、品种丰
富，有福鼎大白、福云六号、金牡丹、黄观音、金观音、
小菜茶等。”斜滩镇党委书记王枝松介绍，这里土壤
有着丰富的硒资源，成就了茶的独特品质，每逢采茶
之期，茶香四溢、沁人心脾。

斜滩从明景泰年间就开始种茶，清代已蔚然成
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寿宁全县年产茶约四万担，
斜滩占其六分之一。而由于水陆方便，寿宁县的茶
叶从斜滩装船顺流而下，运送至当时的茶叶港口福
安赛岐港，再转而远销海内外。因此，彼时斜滩镇茶
商云集，甚至有“闽东小上海”之称。

“斜滩大力改植铁观音、福鼎大白等优质高产品
种，建成了楼下、水北、山田和西山等百亩生态茶园
示范点。”寿宁县茶叶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斜滩
共有茶园面积1.5亿亩，其中，新品种茶面积5000多
亩。有效改良了茶叶品种结构，促使该镇为下一步
寿宁茶产业品牌、品位建设及推进茶旅融合发展起
到示范作用。”

“茶产业是斜滩重要农业产业，也是富民产业，
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王枝松表示，近年
来，斜滩镇党委、政府坚持把茶叶作为民心工程，调
整茶产业结构，按照“以茶立县”战略部署，把茶产业
与乡村振兴、旅游发展有效结合，茶叶已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金叶子”。 □ 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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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术语之褒义与贬义

你知道吗？

寿宁斜滩

一片叶子为乡村
振兴“增色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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