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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船 古 道茶 船 古 道 ””又 飘 茶 香又 飘 茶 香
——广西梧州市六堡茶产业发展调查广西梧州市六堡茶产业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童 政政

古时，“东有茶船古道，西有

茶马古道”，六堡茶从茶船古道

起点广西梧州苍梧县六堡镇启

运，下西江、出珠江、越大洋；如

今，茶船远去，几经沉浮的六堡

茶重焕生机。从砍茶树改种松

树到现在提出将六堡茶产业综

合产值发展到 500 亿元，梧州六

堡茶产业经历了什么？今天，梧

州市振兴六堡茶产业的逻辑又

是什么，底气从何而来？记者来

到六堡茶的故乡，沿着“茶船古

道”调研采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把更多六堡茶这样的

老字号、老品牌做成大产业，对于传承文化、促

进消费具有积极意义。

六堡茶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悠久的历史

文化积淀，有“茶船古道”文化的巨大声誉，有

“中华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但在生产分工趋

细，竞争愈加激烈的今天，老品牌不能再只靠

一招鲜走天下——必须嵌入完整的产业链，增

强辐射带动能力，才能实现老品牌向大产业的

转变。

全产业链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具

有低成本、高效率、抗风险、安全性高的优势。

做好全产业链发展不能由企业单打独斗，政府

要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业规划、体系打造等

工作，担当起“链长”的角色，成体系地推进产

业发展。

就六堡茶产业复苏而言，原料种植是基

础，要确保全流程标准化种植，通过龙头企

业带动，形成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动机制。

科技是支撑，要搭建科研平台，集聚专家人

才。攻关研发流通是关键，要加强物流及仓

储设施建设，发展直播电商，不断丰富拓展

销售渠道。品牌是核心，以标准化生产控品

质、塑品牌。融合

是方向，推动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做大品牌要有全产业链思维做大品牌要有全产业链思维

六堡镇八集山庄茶园六堡镇八集山庄茶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条小河，缓缓流经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

镇合口街古码头。来到这里，记者就站在了千年

“茶船古道”的起点。昔日的“茶船古道”熙熙攘

攘，舟楫来往。六堡茶从合口街码头启运，下西

江、出珠江、越大洋，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直抵东

南亚。

茶船远去，六堡茶产业几度沉浮。20 多年

前，梧州曾动员农民砍掉茶树以发展松香产业。

如今，梧州却又把茶树种了起来。今年，梧州市

提出，利用 5 年时间，将茶叶种植面积由 15 万亩

发展到 60 万亩，将六堡茶产业综合产值由 100 亿

元发展到 500 亿元——这转变背后究竟经历了

什么？意味着什么？

半部茶叶外贸史

森林覆盖率 75.27%，排名广西第一——梧州

山高多雾，绿水萦绕。好山好水出好茶，六堡茶

因产自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而得名。来到六堡

镇八集茶园，记者看到了一片清代茶树。这些老

茶树根部健硕，已有 200 多年树龄。

“ 六 堡 茶 的 产 制 历 史 可 追 溯 到 1500 多 年

前，品质以‘红、浓、陈、醇’四绝著称。《苍

梧县志》 记载‘茶产多贤乡六堡，味醇隔宿而

不变，茶色香味俱佳’，表明清初六堡已在制茶

工艺中用了类似黑茶的制作技法。”六堡茶国际

交流促进会会长陈伯昌介绍，“在缺医少药的年

代，六堡镇当地人还把六堡茶当成药汤，用来

消暑和缓解肠胃不适”。

在位于六堡镇的六堡茶博物馆，一张张照

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六堡茶的历史。一张老

照片显示，晚清时期，300 多万名华工为谋生远下

南洋。六堡茶因可长期存放，成为在高温湿热环

境下工作的华工们日常饮品首选。“受南洋华工

影响，当地居民也渐渐喜欢上饮用这种茶。六堡

茶在南洋的销售越来越好，成为著名的‘侨销

茶’。”梧州市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梁威龙边带

记者参观，边介绍六堡茶的历史。

一杯六堡茶，半部茶叶外贸史。出口需求量

增长带动六堡茶产业在抗战爆发前达到高峰。据

六堡镇 87 岁老茶人李旭秋回忆，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六堡镇及周边地区人家几乎都参与到六堡

茶种植与制作当中，山上满是茶园。

“产茶季节，茶叶在六堡的合口街码头启程，

运送到广州，再转口南洋和世界各地，这就是当

年著名的‘茶船古道’。”梁威龙说。

抗战时期，因消费需求低迷与海运受阻，六

堡茶出口跌至历史最低潮，茶园荒芜。

新中国成立之后，建于 1953 年的梧州茶厂，

首创“双蒸双压”和“冷水渥堆发酵”技术，实现了

六堡茶加工从手工向工业化量产的转变。“这一

转变带动了中国整个黑茶产业的发展，使六堡茶

成为‘创汇茶’，为新中国增加外汇收入作出了贡

献。”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加仕

说。然而，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南洋地区锡矿衰

落，六堡茶最大的消费群体——南洋华工大量散

去，六堡茶外贸空间骤减，主要依靠出口的六堡

茶产业持续低迷⋯⋯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梧州开始砍伐茶树，

改种松树。六堡镇等地茶产业跌至历史低谷。”

六堡镇党委书记林柱雄说。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低迷，但一批茶农茶企

默默守正创新，以时间换品质，以时间换空间，为

复苏积累了更深厚的积淀。”梧州市委书记蒋连

生认为，独特的工艺和品质，使六堡茶成为有生

命的茶，只要环境适合，它就不断陈化发酵，并且

越陈越香，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不会被岁月埋没。

传承颇为不易

虽然“命运坎坷”，但梧州茶人茶企的执着坚

守传承下这独特香味。

“最困难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收购茶叶的钱

都靠职工集资。”广西梧州茶厂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邓庆森说。

“茶企在最低迷时延续了六堡茶的生产，守

住了‘中华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只要工厂还在运

转，六堡茶的香味就还在。”梧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黄恩说。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六堡茶将走

向何处，更多是依靠热爱和信念坚守。

除了茶企，一批茶农也在默默地传承着老祖

宗留下的茶叶加工技艺。上世纪 70 年代，时年

18 岁的韦洁群是原六堡公社茶厂的一名普通采

茶姑娘。在那里，她向师傅学习了六堡茶传统制

作工艺。后来，六堡公社茶厂因销售困难解散，

韦洁群与同是茶厂职工的丈夫领着茶厂充抵工

资的一批茶叶回到了家里。出于对六堡茶的热

爱，韦洁群一直坚持用传统制茶技艺，为当地及

周边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的好茶。

“那时想法很简单，这是老祖宗传下的技艺，

不能在我手里丢了。加上两广地区许多消费者

也需要喝茶，于是就坚持下来了。”韦洁群说。后

来，成为国家级六堡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的韦

洁群又将制茶技艺传给了女儿石濡菲。“坚持下

来很不容易，那时我拿着家里做的茶参加过很多

展销会，经常一两茶都卖不出。”石濡菲说。

在六堡镇山坪村，记者见到了刚刚从茶山下

来的山坪村党支部书记祝雪兰。一双乌黑粗糙

的手，泡起茶来却非常熟练流畅，她请记者品尝

各种不同口味的茶，并一一介绍特点。作为自治

区级六堡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祝雪兰每年在

自家茶园开设培训班 3 次以上，把六堡茶的制作

技艺传授给山坪村的瑶族同胞。

传承中也有创新。现代和传统两种制茶工

艺使六堡茶有“厂茶”和“农茶”之分，市场各有偏

好。自治区级六堡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谭爱

云大胆创新，通过工业化生产出了具有传统农家

茶口感的茶叶。

“原来到了茶叶收购季节根本忙不过来，厂

里聘请了 30 多位工人，一天也只能加工不到 200

斤茶。不仅产业做不大，也无法实现带动更多村

民致富的愿望。”谭爱云说。于是，谭爱云找到了

去外地参展时认识的一家设备制造厂商，让技术

人员按农家茶的制作流程和口感对设备改良设

计——经过一遍遍试验，终于获得成功。

记者看到，为保持农家茶口味，这条自动化

生产线依然采用柴火烘烤茶叶，并能实现不同级

别茶叶的分拣，通过分级，卖一斤茶叶的收益相

当于过去卖好几斤。

“这条生产线日产量可达 1.5 万斤，既实现了

自动化、规模化、清洁化生产，又保留了农家茶的

传统口感，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对促进传统六堡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意

义。”苍梧县委副书记马士成说。

“侨销”转“内销”

人懂茶，茶也懂人。随着茶饮越来越受追

捧，坚守多年的六堡茶行业终于迎来了转机。

2002 年以后，普洱茶大热，六堡茶随之经历

了一波被动发展。这一动向引起了广西的重

视。“2007 年 1 月 23 日，做大做强广西六堡茶产业

座谈会在梧州茶厂召开，为六堡茶产业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庆森说。

这个会议被行业称为六堡茶行业再次兴起

的标志性事件。“黑茶在国内风靡，不能再固守传

统，只盯着出口市场了。”黄恩说，梧州市此后审

时度势，转换思维，引导六堡茶产业转向国内市

场求发展，推动六堡茶产业迈出转型的关键一

步：“侨销”转向“内销”。

思路一转，天地宽。从 2007 年到 2014 年，六

堡茶的产量从 4600 吨增加至 10500 吨，增幅达

128.26%。这其中八成为内销，六堡茶终于大量

走进国内百姓生活。

虽然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六堡茶在国内知

名度、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与其历史地位、独特

工艺、优良品质仍远未匹配。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六堡茶产业，‘十三五’

期间，梧州市在科技创新、标准制定和品牌塑造

等方面加快构建现代茶产业发展体系。”黄恩

说。这期间，梧州建成了一批六堡茶工程技术中

心，设立了六堡茶产业科研人才小高地等科研平

台，发布实施了一批六堡茶产业标准，培育了一

批优秀品牌⋯⋯

一整套组合拳下来，六堡茶由销路单一的

“侨销茶”成功变为“俏销茶”，市场产销两旺、量

价齐升，一举改变了六堡茶贱卖的历史。

梧州茶厂的茶开始供不应求，甚至提前一年

就被经销商预订。过去 5 年，茶厂产值税收都是

连年成倍增长。在六堡茶原产地，许多优质农家

六堡茶更是尚在茶园就被消费者预订。

韦洁群从原六堡公社茶厂带回抵工资的老

茶如今价值已不可估量，但她舍不得出售，留着

展示或与亲朋好友一起品茗。她还创办了黑石

山茶厂，建成了一个纯手工作坊与文化旅游一体

化的六堡茶文化展示馆，美食体验馆和民宿也正

在建设中。

祝雪兰有了更大的梦想——引进企业投资

建设山坪田园综合体，目前已建成民宿、露营地

等项目，正把山坪村按照一个景区来设计打造。

谭爱云事业也一样红火，创建了苍梧县沁怡

六堡茶专业合作社，并在六堡镇四柳村盘古寨建

造了建筑面积 40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茶叶加工

厂，带动了村里 200 多农户增收致富。

资金也敏锐地嗅到六堡茶产业复苏的商机，

纷纷参与茶叶生产。目前，梧州市已有 SC 认证

茶 企 65 家 ，茶 叶 专 业 合 作 社 122 家 ，从 业 人 员

5 万多人。

“‘侨销’向‘内销’转型，使六堡茶开拓了国

内空前广阔的市场。2021 年，六堡茶品牌价值

32.34 亿元，位列广西第一，全国黑茶类第三；综

合产值由 2016 年的 38 亿元增至 2020 年的 85 亿

元，预计今年将实现破百亿元的历史性跨越。”梁

威龙说。

“出圈”发展需要一个链条

“睁着眼是茶叶，闭着眼也是茶叶。”近段时

间来，林柱雄满脑子都是茶叶。白天，他奔波于

茶农、茶园和茶企之间，现场帮助解决茶叶扩种

问题；晚上，还得思考怎么保证茶苗供应、尽快落

实贷款等一系列问题。

“今年内，我们就要完成新种茶叶面积 5 万

亩，占全县一半以上。工作很累，压力还大，但看

着座座荒山种上了茶苗，披上了新绿，自己很有

成就感。”林柱雄说。

林柱雄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梧州六堡茶发展

理念、发展态势的大转变。

经过迅速复苏，六堡茶产业站在了井喷式发

展的新起点。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深入人心，一片叶子造福一方百姓的传奇正在梧

州发生。

在 8 月底召开的梧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上，蒋连生描绘了六堡茶产业发展的蓝图：力争

“十四五”期末，全市茶园种植面积超过 60 万亩，

综合产值占据广西茶产业一半。

“我们要复兴茶船古道，把六堡茶打造成高

质量发展的文化产业、生态产业、健康产业、富民

产业，促进乡村振兴。”蒋连生说。

按照规划，广西茶产业在“十四五”时期要实

现千亿元产值目标，对梧州来说就是 500 亿元，

意味着要在今年基础上增加 400 亿元。由于历

史原因，梧州六堡茶产业呈现“二产强一三产弱”

的纺锤形结构，虽手握优势制茶工艺，却缺乏上

游茶园和下游产业有力支撑。因此，梧州要在短

短 4 年间，将现有茶园面积由 15 万亩发展到 60

万亩，任务艰巨。

“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发展六堡茶产业要系

统 把 脉 ，全 产 业 链 梳 理 薄 弱 环 节 ，并 打 上‘ 补

丁’。传承与创新结合，以全产业链思维打造全

业态发展格局，就是我们打造 500 亿元产值茶产

业的路径。”梧州市委副书记张惠强说。

当前，梧州市抓两头补中间、扬长处补短板，

“抓三带二促一”，有效提高了各地种植茶叶的积

极性。记者看到，六堡镇的许多荒山坡地，又重

新种上了茶苗。

“过去我们砍茶树是因为种茶效益低，现

在种茶树是因为整个产业发展起来了，好

茶叶不愁卖。加之良种和机械化得

到了推广，种茶又有补贴，种茶

更赚钱，大家自然愿意多种。”

祝雪兰说。

在 全 产 业 链 思 维 指 引

下，梧州市积极探索“茶+康养+旅游”模式，大力

培育集生产加工、市场交易、技术研发、产品展

示、茶旅融合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优势产业集

群，推动六堡茶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公共茶仓的建设，正是补齐产业链的一大举

措。在梧州市六堡茶股份有限公司公共茶仓，记

者看到，这里建设有自动化的温控和湿控设施，

可为来自各地的六堡茶提供仓储陈化服务。

“公共茶仓既可为茶企提供陈化仓储服务，

又具有茶银行的功能，搭建了茶企和金融机构联

系的桥梁，通过标准化仓储和专家组评估，可提

高茶企贷款额度。”公司副总经理简麒昌说。

与此同时，苍梧六堡茶创意产业园、茶船古道

田园综合体等一批在建项目，正在助推茶旅融合

异军突起。记者看到，六堡河河道及两岸整治改造

工程正在建设，一条沿河茶文化观光带正在形成。

“苍梧县作为六堡茶原产地，去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产值约 10 亿元。如今正积极打造茶

船古道‘百里茶廊’旅游经济带和生态旅游区。”

苍梧县委书记覃学海说。

茶企也在加快融合创新。记者在梧州市天

誉茶业有限公司看到，这家企业已不再单纯生产

六堡茶，在保持六堡茶传统特性基础上，开发了

200 多种产品。

“我们开发了六堡茶速溶茶、六堡茶蛋糕、六

堡茶保健品、六堡茶文创等产品，不断延伸六堡

茶产业链，推动六堡茶‘出圈’发展。”公司董事长

吴燕说。

茶船古道是六堡茶的品牌核心竞争力，内

销崛起，外销也要跟上，打造国际化茶叶品

牌。近年来，梧州市沿茶船古道南下马来西

亚、泰国等东盟国家开展宣传推介活动，推动

六堡茶行销全球。

“六堡茶是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友好交流的使

者。‘一带一路’建设为六堡茶产业发展提供了

新的历史机遇。今天，六堡茶已沿茶船古道再

次扬帆起航，助推梧州市加速融入新发展

格 局 ， 续 写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新 篇

章。”蒋连生说。

中茶梧州公司窖藏六堡茶。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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