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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起时云烟缭绕，风起时天高云
淡。在寿宁县凤阳镇基德村，海拔近900
米的山岗之上，一垄垄茶树仿佛是绿色
长龙绕山而卧，一道道由茶树铺设的绿
色“台阶”蜿蜒而上，在自然山林之间显
得格外赏心悦目。很难想象，在 2006 年
之前，这里却是一片荒芜。

作为这片茶山的管理者，雷忠新是
一名地地道道的畲族“茶二代”。

在雷忠新的记忆中，父亲雷明双身
上总是伴着浓浓茶香。从普通的一名山
间茶农，到钻研制茶工艺，再到创办家庭
制茶小作坊，与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雷
明双用言传身教，在雷忠新心中栽下了
一颗“爱茶”的种子。

成年后的雷忠新，和寿宁大多数大山
里的孩子一样，选择走出山门，远赴大城
市打拼。但在外闯荡多年，那一缕缕茶香
始终是雷忠新难以忘怀的牵挂。2006
年，在外闯荡多年的雷忠新毅然放下在外
的事业，回乡接续着父亲的茶叶梦。

“那时候，村里正在推广铁观音这一
茶叶新品种。父亲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
机遇。”雷忠新说。

购买制茶机器，参加制茶培训，雷忠
新和父亲全身心投入到新一轮创业中。
但有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做
出的铁观音市场反响平平。

一次失败没有让父子俩就此消沉。
经过市场调研和多方走访，雷忠新有了新
想法——利用铁观音的工序做红茶。说
干就干。经过努力，这款铁观音顺利推出。

凤阳乡贤在试喝以后，纷纷给予较
高的评价，并自发向身边亲朋好友推

荐。口口相传下，这一新款红茶逐步打
开了市场。

客户的肯定给了雷忠新对传统红茶
进行创新的信心。参加福安农校、茶科
所培训，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类斗茶赛，在
不断学习、交流、探讨中，雷忠新的制茶
技艺不断成熟，新款红茶的口感和品质
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009 年，雷忠新和父亲正式创办了
畲韵红茶厂，开启了从家庭作坊向现代
化茶企迈进的新篇章。企业当年便生产
优质红茶、拢茶 1500 多担，年产值 1000
多万元，并在 2010 年第一届寿宁斗茶赛

中夺得二等奖。
2011 年，雷忠新注册成立了梦仙红

茶叶农民合作社、申请注册了“畲韵红”
商标，引入白芽奇兰、金牡丹、铁观音、黄
观音等茶叶新品种，扩种生态茶叶基地
200 多亩，并于 2012 年注册成立了宁德
市畲韵红茶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以公司为龙
头,基地和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
走出一条产业发展新路子。

十年耕耘，带来了企业稳步发展。但
雷忠新发现，虽然制作的红茶销售逐年向
好，可辨识度和品牌附加值依然不高。如

何打破这一瓶颈？近年来，寿宁刮起的茶
叶“黑旋风”为他带来了新契机。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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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宁人就要做寿宁的茶”。雷明
双、雷忠新父子是第一批响应号召的
茶人。“乌茶是独具寿宁特色的高香红
茶，具有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和品质优异
三大特点。我们在传统红茶的制作技艺
上加入了新工艺，自主研发推出了‘畲韵
红’乌茶这一产品。”雷忠新介绍，“畲韵
红”乌茶经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精制
等18道工序精制而成，汤水入杯，金毫显
露、条索紧细，汤色红浓明艳，滋味醇厚
回甘，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畅销北京、上
海、西安、福州等地。

经过多年的悉心经营，宁德市畲韵红
茶业有限公司从最初的粗放式生产转型
成为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及培训为一
体的现代示范企业。去年，雷忠新还大手
笔投入，建成了多功能楼和新型萎凋房，
并对生产线进行了提档升级，实现年生产
红茶、绿茶、自茶干茶 300 多吨，年产值
3000多万元。并带动周边1200户群众发
展茶叶3000多亩，户均增收6000多元。

“作为地道的畲族企业，我们两代人
坚持种茶与制茶、卖茶，我们希望通过我
们的坚守，让更多的消费者喝出我们独
特的高山云雾之乡寿宁乌茶的独特韵
味，让凤阳的茶叶扬名在外。”雷忠新说。

□ 闽东日报·新宁德客户端记者
林翠慧 刘霄鹏 文/图

本报讯（蔡丽军）日前，由香港
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美食商贸博
览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作为中国白茶原产地、中国白茶之
乡的福鼎市，组织茶叶企业参展、推
介、签约、洽谈，以茶为媒，打造国际
传播力。

香港美食博览暨香港国际茶展
是亚洲地区最大的食品展之一，为香
港市民及国内外买家带来环球佳肴
美食和新颖产品。今年的展览贸易
区有“美食博览”“香港国际茶展”“美
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美
食商贸博览”5个展览区域，展会吸引
了超过1800家来自24个国家及地区
的参展商和参展团参与，福鼎白茶此
次参展以企业唱主角，广福、泰美、鼎
白、广清、太姥山名茶、东南多奇等 6
家茶企抱团参展，通过专场推介、项
目签约、品茗茶会、考察交流等，也借
由“闽茶海丝行”的契机，在香港硬核

“圈粉”。
借助香港国际茶展，参展茶企把

“战线”延伸到国际，广福企业除了主
打福鼎白茶牡丹、寿眉外，加工茶、茶
饮料、茶食品和新式茶饮更是迎合香
港年轻人的茶饮新方式。“将福鼎白
茶与咖啡、奶品、茶香、茶艺等元素结
合，这是我们一种推介方式，也能促
使我们更主动地去了解国际市场。”
福建省广福茶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
总监李红表示。

泰美企业多年前已经在亚马逊
平台上线福鼎白茶展示与销售专
区，此次更是以香港为平台，利用
国际茶展契机，拓展东南亚市场，
也让世界共享福鼎白茶的独特韵味
和魅力。

太姥山名茶除了茶企带去参展
的产品被客商买走外，与利唯(香港)
有限公司签订了近 2000 万元订单。
利唯(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嘉楠表
示：“香港是一个茶文化深厚的城市，
每个香港人都对茶有着特殊的情感
和热爱，香港市民特别喜欢福鼎寿
眉，寿眉寓意极好，代表健康长寿，我
们愿意在香港把福鼎白茶好好推广

出去，让更多人享受这份健康、这份
美好。”

福鼎市东南多奇茶产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郑库表示：“12年来，每年
都参加香港国际茶展，深入了解各国
茶叶消费市场和消费习惯，同时，以
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推介福鼎白茶，
增进交流，为海外市场的开拓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展会吸引众多海内外买家参观
对接福鼎白茶。作为商贸平台，历届
香港国际茶展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茶类产品生产商、进出口贸易商及分
销商踊跃参展，以及环球买家前来参
观、采购。

捷克罗米尔·马加克谈及福鼎白
茶时说：“福鼎白茶是最原始、最简
单、最健康的茶叶，有着很神奇的太
阳味道和温度。我很喜欢福鼎白茶，
希望能到白茶故里学习采茶、制茶，
也愿意和福鼎茶人一起推广这片东
方神奇的叶子。”

福鼎白茶的到来，也勾起了广大
旅港福建乡亲的浓浓乡情，大家品白
茶香韵、叙中华茶情。

“寿眉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在

香港流行。在香港，所有的白茶都被
叫‘寿眉’，因为‘寿眉’在粤语中指的
是长寿仙公，叶子上茸茸白毛，有点
像老寿星的眉毛。寓意吉利好彩头，
很受我们香港人喜欢。”香港市民黄
先生表示。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就把寿
眉生意做到香港，不但寿眉二字寓意
好，更重要是因为其适口的香气和友
好的价格吸引了港人的喜欢。”福建
广福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型彪介
绍。

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以茶言商，
在港期间，福鼎团队先后深入多地考
察交流。“当前福鼎市委、市政府包括
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在重点关注做
好国内的茶叶市场和茶饮方面，也更
加关注福鼎白茶出口，这次到香港参
会，我们了解到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对
外对接平台，同时也考察几个有可能
作为今后福鼎白茶香港推广中心的
选点，收获颇丰。”福鼎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陈煦表示，“下一步，我们会更好
地规划福鼎白茶往外走的路径，特别
会注重利用好香港的平台，唱响福鼎
白茶最强音。”

福鼎白茶“茗”动香江 打造国际传播力

外国客商品鉴了解福鼎白茶 蔡丽军 摄

本报讯（兰文馨）继《陈香坦洋工
夫》团体标准发布后，9 月 12 日，陈香
坦洋工夫茶研究成果发布会在福州三
坊七巷坦洋工夫体验中心举办。现场
首次发布陈香坦洋工夫科研成果，并
举办福安坦洋工夫茶品鉴会。

作为本次发布会的重头戏，福建
省中医药科学院科技产业首席专家研
究员王宫介绍了福安坦洋工夫茶研究
的基本情况及阶段性成果。他表示，
坦洋工夫茶在干燥、避光、密闭及无异
味的条件下是可以保存的，期间茶叶
内含成分缓慢变化，对人体健康有益，
建议最佳储存时间为5年至6年。

据悉，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科研
团队对福安产的不同年份坦洋工夫茶
（1 年、5 年、10 年）茶样进行主要功效
成分和典型药效的比较研究，同时应
用中医经络理论开展对人体脾经、胃
经、任督二脉的疏通及保健作用的观
察研究。

为让与会嘉宾、茶友深入感受福
安坦洋工夫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
别具一格的品质特征，现场还举办了
福安坦洋工夫茶品鉴会，大家一同品
饮不同年份且具有不同感官特征的福
安坦洋工夫红茶，交流品鉴心得，探讨
福安坦洋工夫茶的未来发展之路。

现场与会嘉宾、学者一致认为，优
质陈茶源自生态茶园管理、茶叶加工
技术和良好存储条件等。在 2021 年
发布《陈香坦洋工夫》团体标准（T/
FACX 004-2021)的基础上，对陈香坦
洋工夫的品质特点、功能成份优势和
存储条件要求等进行研究，对坦洋工

夫生产企业起到指导性建议作用。
福建省种植业技术推广总站教授级高级农

艺师苏峰向笔者介绍：茶叶作为福安市最为重
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是富裕一方百姓，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坦洋工夫茶为“闽红”三大工
夫之首，产销两旺。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茶叶就
是一剂“良药”，在福安民间盛行老茶当药的习
俗。近年来陈香坦洋工夫独特的陈香蜜韵和茶
性温和也受到了一批茶客的钟爱与追捧，具有
一定的市场前景和空间。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
发布陈香坦洋工夫茶的研究成果，为陈香坦洋
工夫的品质、功能作用提供了现代科学的依据，
为福安坦洋工夫茶消费者和生产企业吃了“定
心丸”，也为挖掘、拓展陈香坦洋工夫新市场创
造机遇。坚持贯彻“三茶统筹”理念，让科技赋
能和文化赋魂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实现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次活动由福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
办，福安市社口镇人民政府、福安市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福安市融媒体中心、福安市茶业协
会协办。

“吴阳原山”，福鼎高茗茶业匠
心打造的福鼎白茶品牌。吴阳，是
村名，磻溪镇吴阳村；原山，寄托着
创业者的理念：还原福鼎白茶的生
态本质。

2015 年，畲族青年钟金华走进
吴阳山。钟金华之前在全国各地经
销茶叶，此次他奔着新的创业目标
而来：建立优质茶叶基地，打造叫得
响的茶叶品牌，提升茶叶生产效益，
带动一方群众增收。

吴阳山平均海拔在 600 米左
右，土壤主要是沙砾土，透气性好。
再加上前有桑园水库横卧，两侧有
峡谷蜿蜒，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小气
候，为茶树生长营造了优越的自然
生态环境。吴阳山出产的茶叶，品
质有口皆碑。

钟金华一眼就看中了吴阳山。
更让他欣喜的是，他找到了志同道
合的伙伴蓝成宝。

蓝 成 宝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吴 阳
人，也是一名“茶三代”。乡间有
句老话：“畲山无茶不成园”，茶是
畲族乡亲的重要生计来源。蓝成
宝祖辈、父辈都种茶、做茶，他 14
岁开始学习制茶，传承祖辈留下
的畲族白茶制作技艺。经过提
升，2021 年，以他为传承人的福鼎
畲族白茶制作技艺被纳入福鼎市

“非遗”名录。
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又动员村

民蓝成余等人参与，发起成立福鼎
市吴阳村茶业专业合作社，以“农
户+基地+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与
茶农签订协议，对茶农的茶按统一
价格、统一标准进行收购、加工、销
售，并为茶农提供种植技术指导服
务，推动茶叶种植标准化、产业建设
规范化。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发 展 顺 风 顺
水。目前拥有厂房面积 5000 平方
米，有机茶基地 300 余亩、荒野茶
园100余亩，与茶农签约合作茶园近2000亩。

走进合作社的茶叶基地，茶树成行，随山势
起伏蔓延，远远望去如梯田般层层叠叠，处处绿
意盎然。一捏、一提、一放，三三两两的采茶人
穿梭在垄垄茶树间，手法娴熟地采撷最后一波
秋茶。

小小茶叶，蕴藏着茶农致富增收的“大密
码”。

“家里种了四五十亩的茶叶，这些年靠着茶
叶，我们一家六口的生活越过越好！”

在茶山上，笔者遇到了正在采茶的村民
雷丽萍，她说，随着福鼎白茶产业的快速发
展，漫山遍野的茶树已然成了村民们的“摇钱
树”。她掰着手指头给笔者算了算，一年下
来，他们家光是种茶至少能有二三十万元的
收入。

“因为吴阳村的茶叶品质好，我们基本上
都按照高于市场 10%到 20%的价格收购村里
茶农的茶青。”钟金华告诉笔者，为促进茶农增
收，合作社每年还为签约茶农准备了一笔“年
终奖”——按照一年的茶青交易量，年底对茶
农进行 5%的现金激励，让茶农种茶越来越有

“奔头”。
吴阳山茶叶“天生丽质”，加上优良的制作

技艺，使得吴阳村茶业专业合作社生产的茶叶
深受市场青睐。钟金华、蓝成宝觉得是时候打
造自主专属品牌了。

2018 年，他们成立福鼎高茗茶业有限公
司，确立公司经营方向：从事专业化精制茶
生产、包装以及品牌的运营推广，倾力打造

“吴阳原山”品牌，相继研发推出 20 多款系
列产品。

“吴阳原山”系列福鼎白茶产品坚持原山原
叶严选，在工艺上传承畲族传统白茶制作技艺，
推崇自然日晒萎凋，最大限度保留茶叶的生态
本质。

时值白露节气，是白露茶的产季。这些天，
蓝成宝一直扎在基地。他说：“白露茶是福鼎白
茶的一个特色产品，对工艺有特别要求，生产周
期大概在两周左右。白露茶生产季过后，就要
开始封园，进行冬季茶园管理了。”

品牌创立五年，“吴阳原山”在茶市有了知
名度。这些年，钟金华一直在积极探索着茶叶
的品牌建设之路。通过参加茶叶展会、在品牌
薄弱地区举办白茶品鉴会等方式，持续增加网
点铺设。同时，依托互联网等平台，加大品牌
宣传力度，扩大品牌影响力。目前，公司已成
功发展全国品牌直营店、专卖店、合作专柜 50
多家。

一家茶业专业合作社的成长带动了吴阳村
茶产业的发展，一片小小的叶子成功托起了村
民们的致富梦，让吴阳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溢满茶香。

“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白茶精深加工与仓
储建设，全面建设生态茶园，加强品牌建设，不
断在白茶品牌化、标准化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推
动白茶产业做强、做精、做深，让更多人喝到吴
阳村的好白茶。”钟金华说。

□ 温丽芬

一
家
茶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成
长
之
路

畲族制茶传人雷忠新的坚守：

传统+创新，让寿宁乌茶更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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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忠新（左一）对传统红茶工艺和创新制茶工艺进行比对和研究

茶人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