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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有中国人落脚的地方，就
有饮茶的习惯。

时代在不断变化，喝茶的人群也在随
之改变。

但有一部分人，却未必喝茶，也不爱
喝茶，但恰恰这些人却最应该喝茶。

1.肠胃功能弱的人

我们听到不喝茶的人拒绝喝茶的理
由是肠胃不好，不适合喝茶。

与其这样说，不如说胃寒的人不适宜
喝绿茶、花茶，但却可以喝普洱熟茶或红
茶，不仅不会伤害肠道，还能对肠胃起到
保护和暖胃的作用。

冬饮熟普，还能促进肠胃消化，长期
饮用，可以提升肠道免疫力。

2.经常抽烟的人

抽烟百害无一利，最健康的方式是把烟
戒了。但你若始终戒不掉，那不如喝杯茶吧。

茶叶中含有胡萝卜素，经常喝茶不仅
能保护眼睛，还能解烟毒、抗尼古丁。

茶叶中的维生素C含量比较丰富，常

吸烟的人体内维生素C含量减少，而经常
喝茶，尤其是绿茶，能让吸烟者通过喝茶
补充适量维生素C。

3.经常喝酒的人

少量喝酒，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好处，
但酗酒醉酒，则会损伤肝脏、肠胃，甚至危
害神经系统。

如果你经常饮酒，也无法戒掉，那就
多喝茶吧，特别是普洱茶这类经过发酵的
茶，会对肠胃形成一种保护膜，对胃起到
保护作用。

4.熬夜、通宵的人

能早睡就早睡，熬夜成病喝再多茶也
无济于事，要是真的被生活、身体所迫无
法早睡的，就在熬夜次日喝上一杯茶，使
头脑清醒，增强大脑的兴奋度。

同时喝茶也能加快新陈代谢，特别是
劳累之后，喝一杯茶，会让人感到放松。

5.肥胖者

对肥胖者而言，消脂、润肠是关键，故

乌龙茶和黑茶是首选。
乌龙茶为部分“发酵”茶，含有促进消

化和分解脂肪的成分，有利于防止脂肪堆
积，抑制肥胖；

黑茶由黑曲菌“发酵”而成，含有普诺
尔成分，有利于抑制腹部脂肪的增加。

6.经常接触X射线、复印打印机者

长期接触 X 射线的人体内白细胞数
量较少，免疫力较低，平时要经常饮用绿
茶或白茶，以有效抵御辐射的伤害。

如果你是一位放射科医生或者是经
常接触放射线的科研工作、经常接触复印
打印设备者，不妨多喝绿茶和白茶。

7.糖尿病患者

茶叶中的茶多糖（即一种酸性糖蛋
白）对糖尿病患者有极大的好处，茶多糖
在冷开水中浸泡比在热开水中更不容易
受到破坏，故糖尿病患者可尝试喝些“凉
水茶”即用冷开水泡茶。

较粗老的白茶和绿茶、黑茶中茶多糖
的含量较多，故更适宜糖尿病患者选用。

8.上班族、学生党

加班无法避免，那就更好地面对它，
茶中的茶氨酸，具有缓解精神压力，让人
安宁、愉悦的效果。

学生在学习阶段，尤其是高考考生，
压力堪比上班族，适合喝点茶。茶叶不仅
提神效果好，而且喝茶还能帮助人缓解压
力，对于学业压力大的他们来说，是再适
合不过的了。

9.退休人员

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后，退休人员现
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对生活充满
热情，平时喜欢散步、下棋、运动，保持着
自己的兴趣爱好；另一种则是蜗居在家，
坐在椅子上，偶尔做做家务，茫然地度过
一天又一天。

如果你身边有这些人，不妨把喝茶这
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分享。

一杯茶，送出的是关怀，收回的是温
暖。

@茶师

从福鼎城区驱车出发，10分钟到达点
头镇。一路上，青翠的茶树遍布山头，等待
着冬去春来，满山披翠。集镇上，茶店林
立，泡茶、品茗、洽谈，茶香袅袅。

点头镇因扆山屹立其间，别称唐山。
原属福宁州劝儒乡遥香里二十都，福鼎置
县后为福鼎县十五都，民国 29 年（1940
年）设点头镇。点头镇产茶历史悠久，茶
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中国白茶第一
镇”，在福鼎白茶产业复兴之路上，从一片
绿叶到一个产业，以产业集聚发展为主
导，形成茶旅融合、文化融合、产镇融合、
产村融合等融合发展格局，着力打造“世
界白茶中心”新标杆。

海陆通达海陆通达 古道白茶古道白茶

点头地处八尺门内港之滨，是古代福
鼎沿海地区通往霞浦、福州的必经之路，
福建的北驿道，也就是福温古道穿境而
过。点头是福鼎古代茶叶对外贸易的海
陆交汇点。

点头天后宫始建于明朝。每年农历
三月十七，这里的两岸妈祖文化节，有着
浓浓的茶文化气息，连起海上丝绸之路的
文化纽带。

天后宫里的三幅彩绘壁画引人注目。
壁画经受岁月侵蚀，画面有不同程度的破
损，但总体上仍然线条饱满，色彩生动。

其中一幅壁画的人物，凸额、高鼻，头
戴中筒礼帽，身着白色排扣衣，手拿文明
杖。另一幅人物，高鼻，脸上长着络腮胡
子，身着黑色长袍。这是典型的古代“番
客”形象。还有一幅壁画画着一艘航行中
的西洋轮船，即“火轮船”。

一个小镇古朴的天后宫中出现涉及
西洋题材的彩绘，这在海峡两岸天后宫中
是十分少见的。这些西洋彩绘壁画无疑
隐藏着闽东地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
一段重要历史，尤其是白茶的外销记忆。
壁画上的“火轮船”可能就是在 19世纪往
来三都澳，甚至沙埕港的西方贸易船只的
剪影。而它们装载的众多闽东物产中，就
有紧俏品白毫银针。

点头镇素有“茶花鱼米之乡”之称。
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宋代就有外地商人
到此经营。清末至抗日战争期间，点头渔
港渐趋发展，货运日臻流畅，进港物资如
远近口岸的鱼货，都必须在点头渔港中
转，转销闽东闽北和浙江泰顺等山区县。
山区盛产的大量茶叶与竹木等特产，也同
样通过点头渔港转销外地。

点头镇的柏柳、大坪、举州等7个村落
散落在峰峦叠嶂、山峰耸立的山谷里，这
里培育了“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两
个优良白茶品种，便有“白茶谷”之称。历
史上，“白茶谷”各村落串连成一条通往外
界的古驿道，也是一条古茶道。

“中国白茶第一村”的柏柳村还保留着
一条全长200多米，遍布鹅卵石的古街，人
称“柏柳街”。明清时期，柏柳村因茶叶贸
易，形成集贸街市，“通街茶酒米粉味，彻夜
羊蹄驮脚声”，可见当时街市的繁华景象。

建于唐代的福建北驿道，福鼎境内俗
称福鼎古道。经霞浦入境，穿越磻溪、白
琳、点头、桐山、山前直至贯岭分水关，通
往浙江，是福鼎白茶贸易的大通道。福鼎
古道从南起经沿线的蒋阳古街、五蒲岭古
街、白琳老街、点头柏柳、桐山，都是品茗、
休闲、交易的节点，承载着福鼎白茶的辉
煌历史。

产业复兴产业复兴 小镇崛起小镇崛起

俗话说，没有一个点头人没在茶山上
“摸爬滚打”过。点头从明清时期发展茶
叶，清末民初最为盛行。清朝时期，福鼎大
白茶、福鼎大毫茶先后移植点头培育，开始
大面积推广种植。民国时期，点头孕育了
梅伯珍、陈炽昌、梅秀蓬等一批著名茶人，
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茶叶商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点头茶业快速发
展。1988年，点头镇自发形成一个茶青交
易市场，2000年，建成我省最大的闽浙边
贸茶花批发交易市场。2006年，福建省第
一个农业部的茶叶国家良种场落地点头
大坪村，点头茶苗开始走向全国各地。

这期间，点头镇轮番出现红茶、绿茶、
花茶、手工艺茶、白茶等，推动了茶产业的
规模发展。然而茶叶品类跟随市场的变
化而变化，缺乏特色属性和主打产品，更
遑论品牌发展，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起
起落落，难以带来稳定的效益，也就无法
带动茶农持续增收。

2004年起，福鼎将茶产业发展的眼光

对准白茶，力求在全国茶产业里走出一条
新路子。已有深厚产业基础的点头镇率
先示范，早期的点头茶人开始在北京、广
州等地开辟白茶市场。

点头镇随着福鼎白茶的复兴而复兴，
逐步形成了以白茶为主导的特色产业。
近 20年来，基于产业和地理优势，点头镇
聚集和吸引了一大批白茶企业，逐步形成
茶园种植、茶青交易、茶叶加工、门店经
营、文化宣传等一条龙的产业发展格局。

如今的点头乡村，一处处茶园绕山
岗，挺起了富民强村的脊梁，全镇 90%农
户经济收入直接或间接得益于茶产业。
据统计，2022年，点头镇农民人均年收入
达24865元。

作为全国特色产业十亿元镇，点头镇
现有茶园 5万多亩，茶叶加工企业 280多
家，其中 1家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16家
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注册茶叶门市店1300
多家，约有5000多人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创
办了 3000多个经营网点，吸引大量的消
费、商务群体前来当地品茗购茶、商务洽
谈，白茶商圈初具规模。

2023年，涉茶总产值 25.2亿元，茶叶
产量、产值依旧双居福鼎市首位。在茶产
业的带动下，点头镇从沿海山乡小镇蜕变
成现代化新镇，再到城市拓展区，幸福民
生的底色越擦越亮，真正让群众在高质量
发展中实现高品质生活。

融合发展融合发展 世界中心世界中心

今年，福鼎正加快推进世界白茶中心
建设，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风
貌、白茶特色、三产为主、智慧活力的世界
白茶新地标，福鼎城市新组团，打造成宜
居宜业宜游的世界白茶中心。

点头镇再次迎来提速发展的进程。
该镇围绕建设“中国白茶特色小镇”目标，
以“福鼎茶叶交易综合服务中心”为核心，
以“推进标准化生态茶园、茶旅融合示范
带建设”为重点，着力完善茶叶产业链、人
才创新链和配套服务链建设，积极探索统
筹推进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深度融合
的发展之路，打造出一个集城市功能、白
茶生产加工仓储流通、茶文化休闲旅游等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型滨海茶乡。

如今，点头镇向着既定目标，向“新”
而兴，融合发展，在一步步向前迈进中，为
世界白茶中心“添砖加瓦”：

一个开茶节。作为发源地，点头镇持
续打造“福鼎白茶开茶节”金名片，并推动
开展福鼎白茶斗茶赛等大型茶事活动，将
点头作为向世界展示福鼎白茶文化魅力
的一个聚焦窗口，不断提升福鼎白茶影响
力和文化品位。

一条茶旅路线。以白茶大道为主干
道，打造滨海旅游观光风景道路，以“白茶
谷”为核心区，推进点管茶旅公路升级改
造，串联产茶村落、茶旅景点，打造特色传
统茶村，推动六妙白茶庄园、纪生缘生态茶
园等 5家园林式、景观式观光茶业基地建
设，让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构建一条
城乡、镇村互联互通的茶旅观光旅游线路。

一个国家现代农业（白茶）产业园示
范基地。坚持把绿色转型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路径，实施先进的茶园管理技
术，搭建智慧茶园管理体系，示范带动全
市基地化生态茶园建设，全面推进福鼎茶
园绿色转型、高效生态生产。

一个白茶小镇。将华熙元白茶小镇项
目作为福鼎白茶地标性建筑，打造高端茶企
汇客厅，集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
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功能于一体，进
一步引领福鼎白茶交易市场走向全国，展示
福鼎的美丽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个茶叶加工集中区。推进茶叶加
工产区集中、集约管理，引进重点龙头企
业入驻，实施标准化生产，展示福鼎白茶
传统制作技艺，打造“非遗”形象窗口。

一个文化展示中心。建设完成集茶
青交易、茶文化展示为一体的白茶文化展
示中心，借助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
推动茶青高效监管，可追溯交易，确保每
一片鲜叶来自福鼎。

接下来，点头镇将持续推动世界白茶
中心、国家现代农业（白茶）产业园、白茶
特色小镇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鼓励支
持茶企通过景观改造，美化茶园环境，适
度开发茶庄园、茶民宿、茶创意基地等项
目，推动白茶种植、生产加工、旅游观光融
合发展，进一步延长茶叶产业链，成为“茶
产业、茶文化、茶科技”真正统筹发展的

“世界白茶中心”。
. □ 廖诗雄

品好茶，基础是泡好茶。泡好茶的前提是
要有好茶、好水、好器具、好环境、好泡茶手，然
后再泡出好茶。

好 茶

福建是茶的故乡，闽东乃是茶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除了独特的自然环境生长出许多
不同的茶叶优良品种，更难能可贵的是从采
茶到制茶过程，都是按照历史总结并传承下
来的一套工艺去操作，譬如福安坦洋工夫、福
鼎白茶、寿宁乌茶、蕉城天山绿茶等几种名茶
的制作工艺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
到法律保护。

从广义上说，福建茶品种多、名茶多，在
乌龙茶中有安溪的铁观音、武夷山的大红袍；
红茶中有正山小种、坦洋工夫、茉莉红；绿茶
中有茉莉花茶；还有各类白茶。茶叶经长时
间的制作，再用开水冲泡过依然保持着生物
的活性，冲泡后的茶叶完整而富有弹性，保留
着茶叶的风味，从而让你感觉喝到的是健康
长寿。

好 水

自古以来泡茶都十分讲究用水。水要选
天然的最好，因为茶是活的，水也是活的好。
中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用山水上，江水
中，井水下”，原因是井水不是流动的活水。当
然现在不容易找到可饮用的天然水，但可以用
矿泉水、蒸馏水，也可以使用可饮用的自来水。

好器具

如茶壶、茶盏、过滤器、公道杯、茶炉等。
茶具由陶、瓷、生铁、玻璃等不同材料制成，其
中以紫砂为贵。泡茶时要注重选择大小适中、
精美有观赏性的茶具。

好环境

一方面是场所环境，最好在清新自然、有
山有水有林的地方饮茶，让人心旷神怡；茶馆
也要选择典雅、大方的。另一方面是指人文环
境，品茶之道强调人与茶的融合，天地人和，人
不宜多而杂，最好是邀三五知己，迎远方友朋，
纵谈古今，品味人生。

好泡茶手

泡茶要因人而异，了解喝茶人的习惯和爱
好；要因茶而异，了解茶性，选择不同的茶具，
掌握好泡茶所需的时间，这些都是泡茶手必须
具备的基本常识。

品茶之道，最能体现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这不仅因为品茶有益于身心健康，更因为品茶
过程也是一种优雅的艺术享受。

□ 韦希成

本报讯（毛显局）日前，在福鼎市管阳镇茶青交
易市场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绑扎钢
筋、铺设挡板，为接下来的浇筑做准备。

管阳镇茶青交易市场是福鼎市为民办实事项
目，预计总投资 4316.27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
路硬化工程、绿化工程、围墙等设施，其中茶青交易
市场主体为地上五层、地下室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
为 9544.09 平方米。

“底板防水保护层已建好，目前进行的是地下室
底板钢筋绑扎。地下室底板浇筑后，我们将进入主
体结构施工，预计3月份完成主体施工。计划6月底
完成室内外装修，7月份进行室外绿化施工，8月中
旬交付业主使用。”现场负责人吴家友说。

据了解，管阳镇茶园面积约5万亩，涉茶人员达
3.8万人，占全镇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由于没有
固定的茶青交易市场，每年进入茶季后，茶商经常在
管阳马路旁收购茶青，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管阳茶
青交易市场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当地茶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规范茶叶交易市场秩序，有效促进茶产业
健康发展。

福鼎管阳茶青交易
市场项目有序推进

劝这9类人，不要离开茶

作为福鼎白茶核心产区，点头镇的过去、现在、未来弥漫着浓浓的茶香，引人沉醉在茶乡的世界，与茶香融为一体——

白茶小镇项目（右侧） 朱乃章 摄

中国白茶特色小镇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