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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能采摘三至四千斤，每斤定价
10 元左右。白茶香菇口感香、脆、甜，嚼劲十
足，深受市场青睐。”3 月 5 日，福鼎市丰岳种
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余清军兴奋地向记者表
示。这种“变废为宝”的创新模式，不仅解决
了茶园废弃物处理难题，还为当地农业发展开
辟了新方向。

福鼎长品白茶有限公司选用福鼎三年以上的
老寿眉填充茶香枕，负责人庄长品介绍道：“枕芯
里有白芽，老茶香气浓郁，有助于提升睡眠质
量。”随着福鼎白茶知名度的日益提升，茶香枕销
量一路攀升。

在当前传统产业纷纷寻求转型升级的大背景
下，福鼎白茶产业正凭借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多元
化发展路径，不断开拓全新赛道，为自身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近年来，福鼎茶人、茶企突破传
统思维的束缚，致力于白茶“茶周边”产品开发，一
系列极具创意的产品相继问世。

据了解，为保持茶叶在使用过程中的转化效
果，企业在枕芯与枕套的设计上煞费苦心，精心打
造的七层防护，透气又防水，不仅能有效防潮防
尘，还能让茶香持续散发。

创新步伐不止于此。在饮品和餐饮领域，福
鼎茶人、茶企将白茶与咖啡、牛奶、水果等巧妙结
合，推出一系列白茶新茶饮，同时打造出白茶宴，
丰富消费者的饮食体验。在日用品领域，白茶提
取物被应用于护肤品、洗护用品中，白茶洁面乳、
白茶牙膏等产品应运而生，进一步拓展了白茶产
业的边界。在食用菌栽培领域，巧妙利用茶园废
弃的茶枝茶梗替代传统木屑，培育出独具风味的
白茶香菇。

近年来，福鼎市深入贯彻落实“三茶统筹”
发展，积极出台政策支持。对在新模式中起到
示范引领作用的经营主体进行奖补，按照不同
的创新成果给予 5 万元至 10 万元的现金奖励，
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创新积极性。持续鼓励茶
人、茶企在创新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通过加强
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相信在多
元创新的驱动下，福鼎白茶产业将在新赛道上
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福鼎白茶这张名片
在创新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成为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典范。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谢树渊

作为中国白茶之乡，福鼎茶园可采
摘面积约 31.91万亩，每年有超过 2万多
名采茶工从全国各地来到福鼎，涌入茶
山“采茶财”，春茶采摘的大幕即将拉开。

在白琳镇柴头山福鼎市国谦茶业
有限公司的茶山上，来自云南采茶大军
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茶企第一时间
组织人员对他们进行培训，采茶工张春
兰告诉记者，每年 3 月都会来这里采
茶，下午刚一抵达，马上就准备投入采
摘工作中。

“每年都会来这片基地采茶，企业为
我们提供免费食宿和培训，除采茶外，我
们部分工人还可参与茶叶加工、包装等
环节，延长务工时间，一个采茶季节下来
收入也挺可观的，采茶是我们家庭重要
的经济来源。”张春兰说道。

同行的刘大哥已连续四年在福鼎茶
山采茶了，刚开始是一个人过来采茶，现

在他每年都带50多名老乡来福鼎茶山采
茶，自觉充当茶山“联络员”，哪家企业如
果需要采茶工，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组
织好人员带过来。

“我们老家茶叶也很多，但不如这边
质量好，这边茶场老板对我们挺好，待遇
也很好，我带了50多人来这里，一季采茶
相当于在家种一季田的收入，过几天就
开采了，今天到茶园走走，我们在福鼎学
习白茶采摘技艺后，可将经验带回家
乡。”刘永超很是开心。

由于福鼎白茶采摘技术特殊，不好
用机械辅助，全部依靠手工采摘，许多
企业基本上通过中介组织招来大批的
采茶工，采茶工作季节性较强，适合农
闲时外出务工，既不耽误家乡农活，又
能增加收入，且春茶采茶期仅 1个多月
左右，通常按采摘量（茶青重量）计酬，
但能否留得下采茶工，企业主动了一番

脑筋，提高劳动工资，安顿好采茶工的
食宿，一些茶叶企业开出的条件比较

“优厚”，工资一般 200 元一天，一个茶
季下来，收入非常可观。

“福鼎春茶季（3月至 4月）是白茶品
质最佳、价格最高的时期，采茶工需求量
大，工价较高，云南、湖北、浙江的采茶队
经验丰富、效率高。”福鼎市国谦茶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吴正华表示，“最忙的时候
我们公司请了将近200多号员工，一个茶
季基本上每个员工有 1万多元至 2万多
元收入，随着气温上升，春茶采摘将是一
场争分夺秒的战斗。”

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到福鼎产茶区
的外来采茶工约有上万人，绿油油的茶
山，不但成为福鼎茶农的摇钱树，同时也
成为外省农民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蔡丽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张文
奎 通讯员 蔡丽军）仲春
雷雨振，蛰惊草木舒。3
月 5 日，是二十四节气当
中的第三个节气——惊
蛰，惊蛰意味一年春醒
时，大地回温，山间春茶
开始吐露新绿。惊蛰当
天，以“国茶长兴 共享非
遗”为主题，中国非遗制
茶大会大唐贡茶院·惊蛰
祭茶联动全球六十六个
茶产区，福建福鼎茶产
区用一年一度“惊蛰祭茶
喊山”的形式与全国各地
茶产区联动。

“茶居地球，茶发芽
了！茶居地球，茶发芽
了……”惊蛰过，茶脱壳，
为了唤醒春茶，一大早，
在福鼎市点头镇九峰山
的有机茶基地里，茶农齐
聚茶山，通过喊山祭茶的
仪式来预祝今年茶叶丰
收，茶事顺利。

“用一年一度的‘惊
蛰喊山祭茶圣’的形式，
来唤醒茶树发芽。喊山，
是春天的开始，也是希望
的开始。”福鼎白茶制作
技艺非遗传承人朱乃文
说道。

“这是我们茶人的节
气，春天来了，万物苏醒，我们今天喊
山是喊醒春天，喊醒大山，喊醒我们的
茶园，希望今年新茶会越来越好。”茶
农叶素海说。

2024年，福鼎全市茶园可采摘面
积约31.91万亩，实现茶叶总产量4万
多吨，茶产业综合总产值155.18亿元，
茶叶带动38万涉茶人员增收致富，福
鼎白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更是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惊
蛰喊山祭茶是福鼎茶人的习俗，通过喊
山的形式，敬畏天地、敬畏自然，喊醒隆
冬的茶山，既承载了茶农对一年好收成
的希望，也赓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眼下，福鼎白茶银针显露，即将迎
来采摘时期。

初春时节，福安市范坑乡上坪村的茶园里，一
片生机盎然。茶农郑奶银的电话响个不停，各地
客商纷纷打来电话，咨询“乌牛早”茶青的上市情
况。作为福安“中国茶叶之乡”最早上市的春茶，

“乌牛早”茶凭借其独特的早熟特性和鲜醇口感，
早已成为当地茶农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2月 24日清晨，郑奶银带领采茶人迎着第一
缕曙光走进茶园。漫山遍野的茶树嫩芽初绽，嫩
绿欲滴，宛如一幅清新脱俗的画卷。对于范坑乡
的茶农来说，春天不仅是四季之始，更是收获的季
节。茶农纷纷踏入这片绿色的“宝藏”，沉浸在春
茶采收的繁忙与喜悦之中。

范坑乡地处福安市北部，平均海拔600多米，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乌
牛早”茶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近年来，当地
政府通过举办“乌牛早茶”采摘节等活动，大力推
介其独特风味和健康功效，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知
名度和经济效益。同时，种植补贴、技术培训等政
策支持，极大地提高了茶农的种植积极性，推动了

“乌牛早”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范坑乡领先村，记者看到茶农郑管青正召

集采茶人准备前往茶园。他笑着说：“今年因天气
偏旱，采摘时间略有推迟，但我们仍然是本区域内
最先开采春茶的。”目前，“乌牛早”茶青的开采毛
茶价格已达每斤100元，随着更多客商的涌入，价
格有望进一步攀升。

“乌牛早”茶不仅为当地茶农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以郑奶银为
例，他种植的 6亩多“乌牛早”茶，每年能带来约 7
万元的收入。而每到采茶季，村里还需从周边的
寿宁、柘荣等地聘请大量采茶工，包吃包住，每人
每天可收入25元左右，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劳动
力提供了增收机会。

范坑乡第二届“乌牛早茶”采摘节于2月28日
举行，现场的茶艺展示、展销、品茶等活动吸引了
众多游客和茶商。目前，范坑乡的“乌牛早”茶种
植面积已突破 3000亩，年精制各类茶叶约 45吨，
产值高达6000多万元。下一步，范坑乡计划进一
步提升“乌牛早”茶的附加值，拓宽市场空间，并推
动茶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这片绿色的“宝藏”将
继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成为推动乡村发
展和群众致富的重要力量。

□ 李广 雷津慧

本报讯(记者赖清炳) 2月28日下午，由
蕉城区茶产业发展中心举办的宁德天山花
香白茶品质特征交流会在宁德佰翔三都澳
大酒店宁德天山茶文化体验中心成功举办。

活动现场，福建农林大学孙威江教授
科研团队专家学者通过观色、闻香、品茗，
品鉴多份茶品后，围绕宁德天山白茶适制
品种、栽培技术、加工技术、品质特点、储藏
方式、冲泡方法等研制工艺，进行了深入研

讨，以期测定宁德天山白茶品质成分，凝练
感官品质特征。

据悉，近年来，蕉城区茶产业发展中心
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2024年与福建
农林大学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合作推进技

术研发“宁德天山白茶系列标准研制及品
质特征研究”项目，积极搭建以政府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高校为支撑的
科学技术合作研发平台。

本次活动旨在推进技术研发“宁德天

山白茶系列标准研制及品质特征研究”的
项目实施，通过研制宁德天山白茶系列标
准，测定其品质成分，确定宁德天山白茶的
主要品质特征，擦亮宁德天山白茶“金字招
牌”，推动宁德天山白茶高质量发展。

福鼎点头镇

向“新”而行 以“智”提质

福鼎白茶采摘季：2万多名茶工采茶忙

福安范坑：

“乌牛早”茶
乡村振兴的“黄金叶”

春来无事，只为茶忙。近日，走进位于
福鼎市点头镇的福鼎长品白茶有限公司，

“茶枕工坊”生产车间内茶香弥漫，工人们
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生产、包装等工作，一片
繁忙景象。

“这款茶香枕选用点头镇原产地的
优质老白茶作为填充物，充分发挥了白
茶‘功同犀角，越陈越香’的特性，闻香入
眠，为使用者带来独特的睡眠体验。”企
业负责人庄长品拿起身边的一盒产品叮
嘱工人做好品控，一边安排订单出货。
他告诉记者，随着福鼎白茶知名度越来
越高，白茶茶香枕也持续走俏。目前，企
业加班加点生产，每天需要完成订单 800
件左右。

作为在茶行业深耕 30余载的资深茶
人，庄长品有着丰富的制茶与产业运营经
验。从2000年起，他开始从事茶枕生产销
售。如今，他将目光聚焦于白茶的多元化
利用，首创白茶枕产品，先后打造了“亲情
树”“夫妻峰”“御茶枕”“茶枕工坊”等品
牌。“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形成了从白茶
种植、加工到茶枕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

链。希望通过白茶茶香枕这款产品，让更
多人了解白茶的价值，同时推动白茶产业
多元化发展。”庄长品说。

离开企业车间，移步茶园。只见一
缕缕薄雾悬在茶山腰,一垄垄茶树正吐
露新芽。茶树旁，茶山监控系统的高清
摄像头、太阳能诱虫景观灯等智能设备
组成“数字护林员”，全天候监测茶树生
长环境。

依山傍海，风光绮丽，点头镇是国家级
茶树良种——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的
原产地。为打好“生态牌”，该镇始终坚持

“质量立茶、绿色兴茶、品牌强茶”战略，大
力推进绿色茶园统防统治试点工作。同
时，依托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系统，运
用科技力量加强茶青监管，完成智慧茶园
管理体系搭建，实现对茶园情况的实时监
控，完善茶叶质量安全体系，推动白茶产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

向“新”而行，以“智”提质。近年来，
点头镇作为福鼎白茶的核心产区，积极推
动产业集聚与三产融合，做深做精因茶致
富、因茶兴业这篇大文章，闯出一条可持

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全镇拥有
茶园 5万多亩，入驻茶叶加工企业 284家，
注册茶叶门市店 1300 多家，白茶商圈初

具规模，集群效应日益凸显，绿色经济蔚
然成势。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朱乃章 文/图

福鼎长品白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福鼎长品白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打包产品工人正忙着打包产品

近年来，福鼎白茶企业积极立足

产业链优势，不断创新研发——

延伸产业链，卖好“茶周边”

研讨宁德天山白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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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茶工上山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