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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继“柘荣高山白茶”被确认为福建省
著名农业品牌之后，在第十九届中国茶叶经济
年会上，柘荣县喜获“2023 年度全国重点产茶
县域”和“2023年度茶叶投资价值新锐县”两项
殊荣。

柘荣茶人按照“‘标准’引领方向，‘五抓’融
合发展”的思路，茶产业逆势飞扬，2023 年，总
产量达7201吨（其中白茶产量4674吨），总产值
达 20 亿元，成为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的重头
戏。2023 年，柘荣县茶企参加各类赛事 20 多
场，获得各类奖项 60 多个，其中茶王 12 个，金
奖21个。

抓标准，助力品牌大升级

相对“福鼎白茶”，“柘荣高山白茶”起步慢、
品牌小，这对柘荣茶人来说是最大的短板，也是
挑战。但柘荣县充分把握茶叶品质高优的特
点，严抓标准，重视规范，一年来，全县 SC 认证
企业45家，新增7家，进一步推动茶叶标准化生
产，基本实现“从茶园到茶杯”全程质量控制，大
大提升了“柘荣高山白茶”品牌价值。

抓标准从抓规范开始。柘荣县围绕春茶质
量安全管理、公共品牌宣传推广、茶产业基础数
据普查、软硬兼施补短板、招商引资等重点工
作，制定了《2023 年度柘荣县茶产业发展工作
计划》，制定农药化肥使用规范，零容忍对待茶
叶农残超标。

柘荣自始至终重视标准化茶产业工作。在
2019 年“柘荣高山白茶”团体标准通过国家标
委会审核实施和2022年《柘荣炭焙白茶团体标
准》通过福建茶叶流通协会审定后，2023年，该
县立项申报《柘荣高山白茶》行业标准并得到国
家供销社的审批；制定《柘荣高山白茶加工技术
规范》《柘荣炭焙白茶加工技术规范》地方标准
等，柘荣县茶叶协会获评福建省“茶产业标准化
先进单位”。

抓标准，就要夯实基础、完善配套。在各乡
镇和城关重要路口设立茶青交易中心，引导茶
青交易从零散转为集中交易；抓好茶产业互联
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全面启动全县茶园普查
和测绘工作，积极构建柘荣茶叶溯源数字化初
级平台，支持建立柘荣高山白茶产业数字溯源
体系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了柘荣茶产业全县茶
园面积普查，正在构建三维立体图斑，接入城市
智脑。

品牌要升级，项目来助力。一年来，柘荣积
极谋划茶产业加工园，着力破解茶企和招商引
资用地难瓶颈。在此基础上，做好项目招商接
待服务工作，推出了中国（柘荣）高山白茶仓储
交易中心招商项目，进一步加强与中国铁建、赣
州广浔物流、上海帝芙特等跟踪对接，力争项目
招商工作取得突破。

抓文化，扩大品牌影响力

品牌要打响，宣传要多样。柘荣积极对接
资源，努力构建立体多样的宣传网络，除了重
视各种赛事、活动的新闻宣传外，在多个平台
投放“柘荣高山白茶”广告。今年以来，先后在
中央二套、福建全景、宁德电视台、华厦航空、
和谐号动车等电视、交通广告等多个平台投放

“柘荣高山白茶”宣传片，累计资金 100.5 万元，
进一步提升了柘荣高山白茶品牌知名度和影
响力。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16 日，中宣部、福建省
委宣传部重点项目-2024年度央视大型系列纪
录片《记住乡愁》（第十季）“ 柘荣篇”摄制组一
行20多人进驻柘荣，正式启动为期10天的专题
片拍摄工作，讲述“柘荣高山白茶”带动乡村振
兴的故事。

此外，柘荣还积极挖掘柘荣高山白茶的文
化底色。评选柘荣高山白茶制作技艺传承人，
完成了柘荣炭焙白茶制作技艺、柘荣高山白茶
制作技艺和“柘荣高山白茶”“柘荣炭焙白茶”非
遗传承人等县级非遗申报工作。

抓推介，走出去搭台亮相

2023 年以来，“柘荣高山白茶”走南闯北，

奔东赴西，借地承办或参加各类茶事活动10多
场次。

2023年五一期间，在北京举行的以“这山·
这水·柘有好茶”为主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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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为“走出去”战略开了好头。仅开幕式盛
况新闻点击量达到 500 余万，登上当日抖音热
榜（北京）同城榜第二名。参加活动的柘荣 30
余家茶企现场销售额和订单交易突破 200 万
元，仅二月山一家企业就近30万元。

第 30 届上海国际茶业展暨柘荣高山白茶
推介会上，“柘荣高山白茶”同样受到了大都
市茶界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福
建电视台等作综合报道，人民网、中国网等近
百家系列茶媒体、企业媒体、新闻媒体相继报
道，为“柘荣高山白茶”进军大都市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2023 年 11 月 27 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为
期 4 天的第十届中国茶叶博览会，柘荣高山白
茶专场推介成为开幕式亮点。凤凰网刊播题为

《柘荣“南茶北销”高山白茶香飘济南——柘荣
高山白茶亮相第十届中国茶叶博览会并举办参
展推介活动》新闻，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全方位
报道柘荣高山白茶和茶产业发展成就。中国报
道播出长消息《柘荣南茶北销 香飘济南》，用镜
头聚焦“茶文化、茶生活、茶科技”。

□ 闻舒（图片由柘荣县茶办提供）

本报讯（谢树渊 文/图）近日，福鼎
举办以“龙年‘福鼎’，白茶暖春”为主题
的首届新年茶趣嘉年华活动。活动现
场热闹非凡，市民踊跃参与各项活动，
感受茶文化的魅力和节日的欢乐。

“现场的气氛很好，我在其他城市
很少遇到这样有趣的活动。”返乡学生
陈佳彬说。在围炉煮茶区，市民三三
两两围煮福鼎白茶。斗茶品鉴区同样
茶香四溢，评委们秉承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根据外形、香气、滋味、汤
色、叶底等综合因素对茶样进行评定、
打分，优中选优。现场还贴心地设置
了品茗区，供市民免费品尝此次参赛
的茶样。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射箭、投壶等
国风趣味游园游戏，让市民在欢乐和趣
味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福鼎白茶入口细品，醇厚回甘，悠
扬绵长。围炉煮茶的重点不仅在煮茶，
也在围炉而坐，体验朋友聚会聊天的惬
意。”市民王丽霞说。

据悉，此次活动是中国茶业百强县
域篮球公开赛“茶 BA”系列活动之一，
旨在积极打造“白茶+体育”“文旅+体
育”“音乐+体育”“全民+体育”“品牌+体
育”等“+体育”新业态，推动“茶 BA”成
为体育助力茶产业发展的经典 IP，孵化
具有中国茶文化特色的体育品牌赛事，
推进中国茶体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福鼎举办首届新年茶趣嘉年华

活动现场

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曾沐浴幸福
和快乐，也会历练坎坷和挫折。

幸福快乐时，我们总是感觉时间是
如此短暂；而痛苦难过时，我们却抱怨
度日如年。幸福和痛苦原本就是双胞
胎，老天爷是公平的，痛苦往往是与幸
福并存。

会享受幸福，也要学会享受痛苦，
享受幸福会增加你的成就感，享受痛苦
则会提高你的自信心和忍耐力。

许多时候，我们因为一点小小的挫
折便心灰意冷，甚至更多的时候，我们
因为生活上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就指天
骂地，仿佛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幸、最可
怜的人。其实，生命中的每个挫折与羞
辱都有它的意义，振作起来勇往直前，
你会惊奇地发现：“果然没错，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当我们遇到坎坷、挫折时，不悲观
失望，不长吁短叹，不停滞不前，把它作
为人生中一次历练。把它看成是一种
人生成长中的常态，这将助你更好地谱
写出自己的人生精彩。当狂风在你耳
边呼啸时，你只当它微风拂面；当暴雨
在你眼前倾泻时，你只当它屋檐滴水；
当闪电在你头顶肆虐时，你只当它萤火
流逝。人，决不能在逆境面前屈服。流
星虽然陨落了，却用美丽的光芒划破夜
空；乐曲虽然结束了，却用激昂的旋律
振奋人心。

真正有成就的人，都是在经历了失

败和挫折之后才取得辉煌成就的。真的
努力后，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的更优秀。

没有品尝过挫折的人，体会不到成
功的喜悦；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不是
完美的人生。要成功，就要时时怀着得
意淡然、失意坦然的乐观态度，笑对自己
的挫折和苦难，去做，去努力，去争取成
功！谁都渴望完美，但不如意却十之八
九。人生就像半杯水，很难有完满的时
候。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看到的是缺
少的那一半，有的人看到的是拥有的那
一半。幸福与快乐的秘诀就在于：要看
到拥有的那一半，并享受已有的那一半。

生命的旅程就是一场奔波，一路的
沟坎，不停地跨越，一路的酸辛，不断地
超越，一路上成熟着、感恩着。赏一场春
花，看一季落红，珍藏一份懂得，旅途匆
匆，只是一场得失兼容的路过，放逐一份
心情，还灵魂一份洒脱。

浮生若茶，甘苦一念。茶叶因为沉
浮才释放了本身深蕴的清香，而生命，也
只有遭遇一次次挫折和坎坷，才会激发
出人生那脉脉幽香。那些不经风雨的
人，就像温水沏的茶叶，只在生活表面漂
浮，根本浸泡不出生命的芳香。生命中，
经历一次磨难，就是锻炼自己的意志；挺
过一次灾难，就是增加自己的力量。或
许，从我们出生，哭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
时，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人生必定充满了
泪水与艰辛。人生的精彩就在于它充
满了苦与乐。 □ 茶师

爱茶者说

人生若茶，甘苦一念

中国自古以来饮茶之风盛行，并形成了中
国的茶文化。

当我们踏入关于茶的世界的时候，茶文化
与茶道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同的人，对于茶文化与茶道的理解也是
不同的。

对于大众茶友来说，茶道与茶文化其实就
是一回事，就是关于什么样的茶是好喝的，怎么
泡可以更好喝、更美。

但是对于从事茶业的人员来说，茶文化包
括了茶叶的生产、茶具的制作，基于茶而形成的
社会制度，以及茶礼、茶俗等精神文化部分。

更严格来说，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属于茶
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范畴。

① 茶道

茶道是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和精

神，包括了茶艺、礼法、环境和修行四大要素，是
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中国的茶道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中和之
道、自然之性、清雅之美以及明伦之礼。

【中和之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提
到“中庸之道”，“中和”就是诠释此道的一个
词。生活中，人们常常把这种相对和谐的状
态作为理想的境界，是心理与生理、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均衡、和谐、美好关系的理想
追求。

【自然之性】随性而自然，是中国文化中自
古以来就追寻的情趣。茶道中关于“自然”的追
求，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天地万物的自
然发展，二是追求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

【清雅之美】清，是指饮茶物质环境的清，
也指人格的清高。

雅是指饮茶的环境要雅、茶具要雅、茶客要
雅、饮茶方式要雅等。

茶道的境界，要基于清雅之境，但又不拘泥
于形式，毕竟大俗也可大雅。

【明伦之礼】是指基于饮茶活动所体现的
行为礼仪、交流礼仪等。

比如，饮茶时，其人仪态端庄整洁，与人交
流守礼而有节，令人十分畅快等。

② 茶文化

茶文化包括关于茶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以及心态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所说的茶道，就是茶文化中的行为和

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物质文化】指人们从事茶叶生产活动方

式和产品的综合，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
工、保存、化学成分及疗效研究等，也包括品茶
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
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指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
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
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有关茶的管
理措施，我们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茶税、内
销、外贸等。

【行为文化】指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
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常以茶礼、茶俗以
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古时候形成的茶
百戏、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习俗。而到现在，
各地民俗形成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
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序也是百花齐放，数不胜数。

【心态文化】指人们在品茶的过程中所孕
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
的因素。

正如在品茶过程中，我们所追求的意境和
韵味；当然也包括反映茶叶生产、饮茶情趣等
文艺作品；还有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
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我们所说的茶道、茶
德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
核心部分。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出，不管是茶文化也好，
还是茶道也好，都是围绕“喝好”一杯茶展开的，
离开了茶，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或茶道了。

@ 寿宁高山茶

关于茶文化的解读

今日茶乡今日茶乡

“标准”引领方向“五抓”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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