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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2019年我国干毛茶年产值2300亿元，同比增长12%左右——

茶产业扮靓乡村富万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
音。”自古以来，小小的一片茶叶，被中
国人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今，在
这缕沁人心脾的茶香中，传递着强起
来、走出去的产业发展方向，蕴含着富
起来、美起来的广袤乡村新希望。

目前，我国绿茶春茶采制进入尾
声，红茶、黑茶加工开始进入旺季，各
地茶农正辛勤劳作，满怀希望将投入的
辛劳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以茶兴业，一杯好茶香世界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当前，
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到60多个，茶叶年
产量近 600 万吨，贸易量超过 200 万
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茶叶作为重要
的经济作物，是部分最贫困国家主要的
收入和出口创汇来源，是很多国家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支柱产业。中国是
茶的故乡，是世界唯一六大茶类生产体
系完备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
产国和消费国。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2019年全
国干毛茶年产值突破2300亿元，同比增
长12%左右。”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司长潘文博说，近年来，全国茶园面积保
持在4400多万亩，产量260多万吨，生产
规模增长已趋于稳定，更加注重质量与
效益。我国逐渐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名优
绿茶、东南沿海优质乌龙茶、长江上中游
特色和出口绿茶、西南红茶与特种茶4大
优势区域。随着我国产品消费升级，产
品结构日趋丰富。除了传统泡饮茶外，
茶叶精深加工产品也不断增加。

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以及茶叶天然、健康的特点和茶
文化推广的影响，茶叶消费群体不断扩
大。基于我国特有的茶文化和茶叶消费
习惯，超过85%的茶叶产量主要在国内
消费。在茶叶的主要消费地区，如广东
地区，人均年茶叶消费量超过了 2公
斤。同时，茶食品、茶保健品、茶日用
品等衍生品不断涌现。

从茶叶出口贸易来看，2009年以
来，我国茶叶出口量基本稳定在30万吨
左右。从出口茶类结构来看，我国仍然
以绿茶出口为主，其他茶类所占比例很
低，与其他生产出口国形成了更加互补
的贸易关系。

以茶富民，一片叶子富百姓

茶叶一头连着千万茶农，一头连着
亿万饮者，是为茶农谋利、为饮者造福
的产业，是富民产业也是绿色产业。多
年来，我国茶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带动
农民增收、乡村增绿。我国900多个产
茶县中，重点产茶县有100多个，这些
重点产茶县大多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
县，具备发展茶产业的良好生态环境，
茶农增收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大别山、
武陵山、乌蒙山……一个个茶园为农民
开辟了致富路。

在连绵起伏的罗霄山脉腹地，坐落
着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万长山茶场。万
长山茶场拥有2300多亩的高海拔生态茶
园，今年开春后，采茶制茶用工需求量
大增。茶场负责人钟志强说，今年能产
干茶 1.3 万多斤，预计可实现产值约
1000万元。

如今的万长山茶场，不仅产茶制
茶，还具有千亩梯田景观，吸引众多游
人前来观光休闲。茶园专门设计了观赏
台和露营台，可观看云海日出，有很好
的茶旅体验。

万长山茶场是茶旅融合的生动案

例。伴随传统茶业向现代茶业转型，生
态茶业、立体茶业、观光茶业的理念被
越来越多的茶农茶企接受。目前，部分
茶园已实现生态立体种植，并发展茶业
观光。随着茶旅融合的兴起，这些茶区
出现了以茶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每逢
茶季，游客纷至沓来，春来踏青喝茶，
夏来赏茶避暑，经济效益倍增。通过延
伸茶叶产业链，一二三产融合，绿水青
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茶园还带动山区农村美起来。茶园
面积从原有的280万亩到如今突破700万
亩，10年间，贵州成长为全国茶叶面积
第一大省。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胡
继承说，为了保护好低纬度、高海拔、
多云雾的优质茶区，贵州把规划种植茶
叶的土地用GPS定位，检测土样的pH
值和7种重金属元素，确保种植的茶园土
壤重金属背景值在安全线之内。同时，
在茶园面积万亩以上的乡镇、5000亩以
上的村全面实行茶园用农药专营制度，
从源头可强化对茶园投入品的监管。

以茶为媒，一批品牌正创响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
珂介绍，目前我国茶产业仍存在着“大
而不强”“大而不彰”的问题，企业规
模不大、知名品牌不多。每个产茶县都
有自己的精品茶，茶叶品质很好，但却
缺少“中国第一、世界有名”的大品
牌。目前，我国核准注册的茶叶类商标
有4万多个，品牌众多，但普遍实力不

强，亟待培育出国际著名茶叶品牌。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专家团队分

析认为，与品牌不彰相对应的是，茶产
品结构有待优化。一方面，初级加工产
品比重大。我国60%以上的茶叶企业都
是初加工企业，50%以上的出口茶产品
都是原料型初级产品。另一方面，深加
工比例低。虽然近年来茶饮料、茶叶提
取物等深加工产业初具规模，但规模
小、数量少。据统计，用于精深加工的
茶叶比例仅占6%。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大部分茶
园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如何提升
产业竞争力？核心是把茶农组织起来，
让茶农和茶企成为利益共同体。”专家
建议，应加强基地建设，鼓励企业在优
势区建立优质茶叶原料基地，构建“龙
头企业+合作社 （大户） ”的联结机
制，建设高标准茶叶加工基地；加强市
场建设，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跨区域整合
资源，组建产业联盟和产销集团，构建
资源集中、生产集群、营销集约的现代
市场格局。

“总体看，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构建现代茶叶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和经营体系为目标，以布局优化、
品质提升、产业融合为重点，统筹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政
策引导，加快建设一批标准化的茶叶生
产基地，培育一批国际化的茶叶集团，
创响一批在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茶叶品
牌，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走
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农业农村部部长
韩长赋说。

一到甘肃省康县阳坝镇，记者就被
这里的“南国风光”陶醉——规划有
序、干净整齐、古色古香的小镇在绿波

荡漾的茶园中静静地诉说着诗画般的幸
福生活，苍翠的麻柳树沿河分布，一棵
棵茶树吐露着嫩芽……

据说，早在200多年前，康县太平
乡麻地沟的溪边就生长着茶树。1958
年，康县从湖南调进茶籽25公斤，在阳
坝镇上坝苗圃试种成功，到如今已形成
3.05万亩茶园。

从第一产业种茶、采茶，到第二产
业加工茶叶，再到品茶、论茶，甘肃省
康县阳坝茶叶发展一步一个脚印，一步
一个台阶。近年来，康县做足“茶”文
章，把“茶”“茶文化”与旅游进行深入
融合，积极打造集观赏、体验、品鉴等
于一体的“茶旅游”品牌。

“茶叶是我们镇的主要产业支柱之
一，我们结合乡村旅游资源，形成了特
色产业和旅游文化结合的茶叶专业合作
社38家，带动群众走上增收致富之路。
目前，我们镇年均茶叶总产值7102万
元。”阳坝镇党委副书记吴文文说。

“我们不仅要扩大茶叶市场，做齐茶
叶品种，还要把茶文化融入其中，让游
客在品茶时，对我们阳坝茶念念不忘。”
康县五子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云侠
说，“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茶农收

入，就必须在巩固绿茶发展的同时，积
极创新生产，发展红茶、白茶，并在

‘精’与‘细’上下功夫，从茶叶的品
质、包装、文化等细节入手，提升阳坝
茶叶的市场竞争力。”

从二坪村出发，用不了多久就到了
美丽的田坝村。“我们村的150亩茶园收
益很不错。”该村党支部书记杜金堂说，

“我们村里有游客接待中心，6家农家客
栈，能够一次性接待30多名游客。”

田坝村距离阳坝镇20公里，风景宜
人，气候湿润，山清水秀，基础设施完
备，民俗文化厚重，最适合休假小住。
自4月15日阳坝国家4A级景区恢复正
常开放以来，阳坝镇的游客逐渐增多，
农家乐、农家客栈逐步恢复正常。康县
阳坝风景管理区主任曾建军告诉记者：

“景区内的所有服务设施已全部开业迎
客。每到周末，前来游玩的游客有1000
人左右。”

“近期我们农家乐每天都能接待10
桌左右的客人，生意逐渐恢复正常。”阳
坝食尚轩农家乐老板杨伟说。

“我们在继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的同
时，积极开发配齐各种旅游元素，打造
优质旅游路线，提高接待服务能力，构
建生态游和乡村游相结合的大格局。”阳
坝镇党委书记雍维艺说：“我们镇还要立
足‘茶文化’，利用‘旅游＋’‘生
态＋’等模式，以文化旅游提升康养产
业内涵，以康养产业扩大文化旅游消
费，从而提升旅游品质，吸引更多的游
客，增加群众收入，激活阳坝旅游发展
的内生动力。”

甘肃康县打造“茶旅游”品牌——

让游客对阳坝茶念念不忘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焦杨红 王凤文

我国是茶的故乡，也是世界最大

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年来，我

国茶生产规模增长趋于稳定，且更加

注重质量与效益，产品结构日趋丰

富，但却存在“大而不强”“大而不彰”

的问题。目前，各地正积极探索，加快

建设标准化优质茶叶生产基地，培育

有实力的茶叶集团，创响一批在国内

国际有影响力的茶叶品牌，加快茶产

业转型升级，提升茶产业发展质量。

走进中国金钗石斛之乡——贵州省赤水市旺隆镇红花村，红岩石斛
科普示范园的1200亩石斛次第开花，138户农民开始采花赚钱。

“去年卖花卖枝条，总共卖了10多万元。”村民钟佐芬告诉记者，“今
年的收入还能更多点。”

石斛不仅是赤水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特色产业，也是助推全
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长效产业。

数据显示，近年来，通过辐射带动，赤水市石斛种植面积达9.5万亩，
涉及13个乡镇60多个村的8000余户近4万人，全年采收石斛5000吨
以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红花村的老党支部书记张明熙上山寻找野生金
钗石斛带回培植，成为金钗石斛培育种植“第一人”。

从一人试种到带领村民一起种植，从一株石斛苗卖4分钱到一株石
斛苗卖1.5元，从自己贷款20万元种植到带动350户农民在旺隆信用社
贷款1000万元发展石斛种植……张明熙带领许多村民通过种植石斛实
现了增收。

同时，从农户种植到基地育苗发展，从专业合作社到企业加工销售，
从量身定制“金斛富农”信贷产品扶持到“致富通”信贷产品助力，赤水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持续投放信贷资金帮助当地把石斛产业链建了起来。
据统计，20年来，赤水联社已累计投放石斛产业贷款近4亿元，其中支持
农户2115户、投放贷款2.55亿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5个、投放贷款
205万元，支持龙头企业9家、投放贷款1.3亿元。

多年受到联社扶持的赤水市信天中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累计贷款
1400万元。如今，以“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约4800户农
户种植石斛。

“一亩石斛可采干花8斤到10斤、收枝条300斤到400斤。”红花村
党支部书记陈长友说：“今年干花价格在800元到1000元一斤，枝条30
元一斤。”

近年来，赤水市已有近4万人靠种植石斛采花采枝条卖，走上增收致
富路。

一部手机，一个脚架，一个抖音号……旺隆镇鸭岭村返乡创业农民温
建华通过新手段把一盆盆石斛卖到了浙江、广东等地。

去年11月才注册社交媒体账号“视频带货”的温建华，半年时间就积
累了10多万粉丝，成了赤水市抖音销售盆栽石斛“网红”。“都是通过视频
交流移栽管理问题，80%的盆栽都销往了广东。”温建华说。

7年前，温建华贷款5万元开始种石斛，如今他授信额度已达30万
元，种植石斛20多亩，年收入100万元左右。

得益于赤水联社500万元的贷款扶持，赤水市供销社综合经营公司
在复兴镇张家湾的1000亩石斛以及“千米石斛长廊”景观已成为该市旅
游的一大看点。

贵州赤水：

石斛花开 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罗 文 余 杰

贵州省赤水市旺隆镇鸭岭村农民温建华（右）在向赤水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工作人员曾骅介绍今年石斛开花情况。

罗 文摄（中经视觉）

甘肃康县阳坝梅园沟风景优美。 侯海琦摄（中经视觉）

走进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良坡村，只见一条柏油路在绿油油的
田野之间铺展，田边新建的毛渠流水潺潺，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整齐排列
在青山脚下。

沿着柏油路往村部走，记者看到，路两旁都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良
坡村驻村第一书记韦朝琼告诉记者：“乡村振兴，先从改善村里的基础设
施入手。去年以来，村里修建了26条屯级道路，安装路灯280盏，建成3
个村级文化活动中心、5个灯光球场、3座村民活动中心小型公园。现在，
老人乘凉、带小孩都有了好去处，村里的环境和村民生活都发生了很大
变化。”

良坡村位于港南区西南部，曾是一个贫困村。“良坡村能有这样大的
变化，得益于国家的帮扶好政策，与区委坚持党建引领、抓实乡村治理分
不开。”港南区委常委、副区长邓永康说。

乡村振兴，关键还要靠产业。良坡村采取“长短结合、良性循环、生态
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成功打造了藿香、高标准田、茶叶、速生桉等产业，
以多元化产业引领村民增收致富。据初步统计，今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50多万元，一跃成为木格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排头兵”。

“没有国家这么好的帮扶政策，没有扶贫工作队队员的鼓励和帮助，
就没有我家今天的好生活。”良坡村村民陈德彩告诉记者：“我母亲和妻子
患病，又要供2个小孩读书，过去生活十分清苦。现在，在扶贫工作队队
员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租种了200多亩水田发展优质稻种植，收入稳定，
生活变得好多了！”

产业发展了，村民生活富足了，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得到显著提升。记
者在良坡村村部看到，该村深入挖掘村民在新民风建设中的亮点、典型，
通过宣传栏、微信等宣传方式，点赞致富能手，弘扬劳模精神。几年来，良
坡村依托“一组两会”的组织架构，先后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
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和农村文艺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破
除陈规陋习，推进“诚信、孝亲、礼仪、文明、勤俭”新民风建设，全村精神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良坡村：

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
本报记者 周骁骏 通讯员 刘志宁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近年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把乡村旅游与发展茶产业相结合，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景点，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一条茶旅融合发展
之路。图为保康县歇马镇百峰村香炉山茶园。 杨 韬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