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7月 14 日 星期四11 消 费

与市场积极对话——

闽茶开启“年轻化”探索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刘春沐阳

茶叶，是福建的一张“金”名片。作为

排名全国第一的产茶大省，福建茶叶品类

众多，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福鼎白茶、

福州茉莉花茶等声名远播。近年来，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茶 叶 消 费 的 多 样 化 、个 性 化 趋 势 也 日 益

明显。

罗汉果白茶、胶囊茶饼、古地石文化概

念店⋯⋯从产品到包装再到营销模式，福

建茶企在坚守传统与品质的同时，正与市

场积极对话，开启闽茶“年轻化”探索。

产品多元化

茉莉白茶、玫瑰红茶、桂花白茶⋯⋯走

进南平市政和云根茶业有限公司二楼“泡

朵白云”茶展示空间，记者看到了展示架上

陈列的方方正正、小小一片的“泡朵白云”

花香系列产品。

“与传统的纯茶稍有不同，‘泡朵白云’

花香系列产品加入了茉莉花、玫瑰花、桂花

等元素，中和了纯茶的口味，口感清甜。”公

司 总 经 理 叶 雄 英 说 ，“ 泡 朵 白 云 ”系 列 是

2018 年面向年轻消费群体、都市白领开发

推出的产品，目前深受广大年轻人和白领

人群喜爱。

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崛起，越来越

多的茶企在茶叶产品形态上进行创新。

在福鼎市多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宗爱看来，目前，大部分茶企还在

主攻品类，新式茶饮的出现成功地引导茶

企转向类目的竞争，从而引发了一些传统

茶企的反思和改变。

多采公司是一个更加注重以产品为核

心的企业，总部位于福鼎白茶产地宁德福

鼎市。陈宗爱说，公司希望用不一样的设

计理念和品牌价值赋予产品与众不同的色

彩，做年轻生活茶、办公高端茶，“让中国茶

更年轻”。

翻开多采公司的产品宣传册，记者看

到其中介绍的伴手礼系列挂耳套组中让人

耳目一新的罗汉果白茶、荷香茯茶。“这是

我们和挂耳杯一起配套的白茶产品，从挂

耳咖啡引用过来，就是想让更多喝咖啡的

年轻人喜欢上喝茶。”公司总经理马晶介

绍，让年轻人觉得好玩又好用，从而爱上福

鼎白茶，这就是他们的初衷。

在馥益堂白茶招商部经理王其敏看来，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客户

群体，无论对茶的外在包装还是内在口感、

营养成分都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作为茶

企，必须与时俱进。为了适应茶叶消费新趋

势，馥益堂不断将创新理念融入品牌建设

中，研发多项专利性成果助力品牌发展，开

发出了“巅馥”“中国白”“花香”“源香太姥”

等多个明星系列百余款白茶产品。

“老北京人都喜欢喝茉莉花茶，但是不

知道福建的茉莉花茶这么好喝。一次偶然

的机会喝到后，我就成了福建茉莉花茶的

粉丝。它的香气清新而浓厚，味道柔和，每

次泡茶，看到里面漂着的大朵完整茉莉花，

心情都变美了。”北京市西城区居民乔文清

告诉记者。

包装换新颜

5 月中旬，福建正山堂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上新了 2022 年新版沁园春礼盒、正山堂·

八方纳福礼盒、皇家红茶 3 款产品。产品的

包 装 精 致 、复 古 ，国 风 满 满 ，高 贵 与 典 雅

共存。

“结合正山堂的品牌元素，这次上新的

产品包装在设计理念上进行了创新。”正山

堂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企划部副经理王晓华

说，不止这 3 款产品，接下来正山堂会陆续

把一些比较经典的产品老包装都进行升级。

“包装的更新升级是为了符合现代消

费人群的需求和审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服务客户和市场。”王晓华告诉记者，包装

升级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规划筹备，去年

底开始设计，今年 5 月正式上市。

正山堂的包装换新是为了适应用户新

的消费观念和偏好而做出的改变与尝试。

王其敏告诉记者，馥益堂也会根据每年的

流行元素和趋势，对产品包装等更新换代。

年轻人是新式茶饮的消费主力军。意

识到消费正在趋向年轻化，传统茶企纷纷

打造出更加简洁时尚的茶品，袋泡茶、茶饮

料、混合茶等茶叶深加工产品层出不穷。

云根开发的“泡朵白云”花香系列产品

就是专为当下年轻人设计的茶品。与传统

的大块茶饼不同，“泡朵白云”系列产品被

压缩成方型小块，更方便携带。叶雄英说：

“这正符合年轻人对操作方便的要求，小小

的一块，随身携带，走到哪里想喝茶了，拿

出来就可以泡。”

与云根公司设计理念不谋而合的还有

多采公司，他们也推出了胶囊茶饼、手工龙

珠、老白茶三角包等产品。简约、小巧的茶

包，让泡茶成为一件随时随地、得心应手

的事。

“做茶，必须考虑喝茶喝的是什么。我

们不仅要创新产品，还要宣传茶文化，让喝

茶的人继续喝茶，更让不喝茶、少喝茶的

人，逐渐养成有茶陪伴的生活方式。”陈宗

爱说。

营销模式新

走进馥益堂公司，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

个个直播间，数名主播正在不同的电商平台

上直播带货。除了在镜头前进行产品实物

展示，主播们还要不停回答直播间观众提出

的问题，并根据消费者需求推荐合适的产

品。馥益堂首席主播、直播板块负责人吴玉

蓉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有 10 名专职主播，

每个直播间团队至少配备 3名人员。

王其敏介绍，馥益堂坚持“互联网+”思

维，深耕电商领域多年，面向全国市场推广

“正味福鼎白茶”。“福鼎白茶目前线下尚无

法做到每个城市都有专卖店，电商平台则

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渠道，让每个人都能很

方便地喝到福鼎白茶。”王其敏表示，截至

2021 年，馥益堂已连续 5 年位居全网白茶

销售第一。

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茶的营销

方式也在持续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于电商

平台引流，在上面投放广告。但近年来，这

种方式也在慢慢改变。我们成立了推广团

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注重营销

事件策划，主动进行内容输出，注重和消费

者互动交流。”吴玉蓉说。

在这个由社交圈层构建的时代，如何

准确锁定客户需求是茶企最为重要的工

作。一直以来，线下门店都是茶企经营的

重点，这些门店往往被装饰成富有文艺气

息、古色古香的模样，给人一种“我很贵”

“我很古老”的感觉，无形中阻挡了一些想

要了解茶叶的消费者，更难以吸引年轻人

的目光。

在消费迭代的过程中，对茶企而言，线

下门店不仅是产品零售空间，也是客户体验

空间。2022 年 6 月，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古

地石文化概念店在厦门开业。新店延续武

夷星“一店一概念、一店一设计、一店一服

务”的策略，将时下年轻人最熟悉的潮流与

茶叶融合，用新风潮带动新文化，让年轻人

在体验和消费过程中，与传统茶文化产生深

度接触，充分了解茶文化，爱上茶文化。

“臻物堂的客户群中‘90 后’居多，他们

更在意服务质量，希望臻物堂的服务能够

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撑。”臻物

（福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总监辛勤告

诉记者，坐落于泉州市丰泽区丰海路的臻

物堂在为客户提供舒适、便捷的商务洽谈

空间的同时，始终思考如何为客户创造和

提供更全面、更细致、更独特的服务，店内

除了配备“百年老字号”品牌上等茶叶，还

有专车接送。“目前泉州店业绩不错，单月

营业收入约为 20 万元左右。”辛勤说。

消 费 券 点 燃 消 费 热 情
本报记者 梁 婧

“趁着优惠，我给家里整了个‘大件’。”炎炎夏

日，太原市民张薇对新买的空调赞不绝口，“新空调

就是好用。原来只有卧室装了空调，新买的这个柜

式空调匹数大，放在客厅。打开后餐厅都跟着凉

快。”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款 7000 多元的格力柜

式空调，使用“满 4000 元减 400 元”的电商通用券，再

叠加商家促销活动，能省 2000 多元。

像张薇一样，这个夏天，不少太原市民享受到了

消费券的实惠。5 月 21 日至 6 月 15 日，太原“晋情消

费·悦享生活”第二阶段消费券投放期间，共销券约

3.06 亿元，带动消费 24.11 亿元，惠及百姓 425 万人

次。活动期间，各类券种均受到市民追捧，尤其在周

末与节假日，更是将消费热情推向高潮。小小一张

消费券，犹如“催化剂”，点燃市民热情，带活消费大

市场。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特好太原连锁店的销

售额实现翻番。连锁店超市事业部经理赵桂卿告诉

记者：“我们两天差不多就卖了 2300 万元，不少顾客

都使用消费券消费，享受到了实惠。”

“发放消费券可谓正当其时。”山西财经大学教

授甄立新告诉记者，受疫情及物流影响，山西不少实

体店销售受到冲击。为了快速提升消费意愿、打通

实体消费循环，山西省针对区域消费特点和消费习

惯，开展了以汽车、家电、线上线下零售为主的消费

券投放工作。“促进消费持续恢复，需要市场和政府

同频共振、良性互动。希望商贸流通企业利用此次

发放消费券的有利时机，抢抓政策机遇，加强消费活

动策划营销，真正让广大消费者得实惠，让企业商家

受益，共同促进山西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今年以来，山西省商务厅统筹疫情防控和消费

促进工作，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升级。据了解，围绕

汽车消费、家电家居消费、餐饮消费以及电商消费等

重点消费领域，山西将在全年度开展多领域、多渠

道、多层次、多样化的促消费活动。

作为促消费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山西省

各地市已开展政府数字消费券发放工作。据了解，

山西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将对开展消费券发放

的地市提供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按照目前的消

费券工作计划，今年山西省、市、县三级财政总投入

预计将超过 13 亿元。其中，为山西登记在册的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和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内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一次性每人发放 1500 元

“爱心消费券”。

在促进餐饮消费方面，山西开展了“品鉴山西美

食·晋享山西味道”餐饮品牌推广活动，推出“十大晋

菜”“十大面食”和一批“特色小吃”“山西名厨”，打造

一批山西特色品牌餐饮企业，对新增限额以上餐饮

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促进网络消费方面，山西对零

售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连锁化发展项目，择优给予

资金奖励。山西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

至 5 月，太原市财政投入 1.2 亿元。其中，数字消费

券投入 5000 万元，惠及餐饮、住宿、快消品、生鲜果

蔬、百货、家电、成品油等民生相关领域；汽车消费补

贴投入 7000 万元。截至目前，山西全省消费券已累

计投放金额超 9 亿元，累计核销 5.5 亿元，带动消费

约 87 亿元。

“未来太原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消费促进工

作，全力落实好山西出台的新一轮促消费举措。”太

原市商务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夏文武告诉记

者，“从提升传统消费能级、加快新型消费发展、优

化消费平台载体等方面，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

消费持续恢复和升级，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的促进

作用。”

传统茶企如何吸引更多新生代

薛志伟

近年来，随着消费市场迭代升级，年

轻一代正在成为茶产品消费的生力军。

与此相适应，小罐茶、喜茶等新式茶饮品

牌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抢占新兴消费市

场，东方树叶、三得利等无糖茶饮料更深

受年轻人喜爱。新式茶饮的出现让一些

传统茶企看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强大消

费能力和不一样的消费理念——敢于尝

试 新 鲜 事 物 ，也 更 加 注 重 健 康 和 生 活

品质。

在新消费趋势的冲击下，有的茶企应

变不及，慢慢走向沉寂；有的传统茶企却

通过在茶叶产品生产、销售、营销等环节

的“年轻化”尝试，重新焕发了生机。传

统茶企如何“俘获”年轻消费群体的“芳

心”？

传播好茶文化是基础。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属于第一产业中的农

产品，也是生活必需品。但在千百年的传

承中，茶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产品，饮茶

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而更多地成

为一种精神需求。这就要求茶企进一步

挖掘茶文化的内涵，明确并彰显自身的文

化特性，给消费者提供更多层次、更高层

面的文化享受。同时，茶文化的外延丰

富，茶器、茶宠、茶点、熏香等茶周边产品

形成的庞大产业链，前景也非常广阔。

创新产品是根本。产品是茶企最主

要的载体，只有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

保持茶企的激情和活力。为了更好地实

施“年轻化”策略，茶企首先要做的是延伸

产品线，积极探索茶叶深加工与多元化利

用，使茶叶向健康、方便、时尚的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产品方向发展。其次，茶企

需要持续丰富产品布局，不断推出满足不

同人群的茶叶产品，创新消费体验，让各

年龄段的消费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好茶。此外，茶企可以与科研团队加强产

学研合作，通过科研创新进行茶产品研

发，在产品用料、产品规格、产品包装等方

面朝着标准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提升茶叶品类的整体竞争力。

做好品牌是关键。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力，年轻一代消费者对

于品牌更为挑剔。目前，国内茶叶品牌众多，但大多小而散，无法形

成强大的生态系统。做大品牌，实现茶叶现代化经营是茶企发展的

当务之急。因此，茶企应该有清晰的品牌定位，找出企业自有产品

与其他品类、品牌茶叶产品的差异点，加以创新获得差异化优势，让

品牌拥有较高的辨识度和认知度；要打造有温度的品牌故事，赋予

品牌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让品牌形象更加立体，增强消费者与品

牌理念的契合度、联想度；要开发有深度的场景体验，营造“茶饮+第

三空间”，将门店向“场景”转变，削弱消费元素，增强文化和社交

属性。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茶叶消

费日益多样化、个性化，产茶

大省福建积极与市场对话，在

坚守传统与品质的同时，开启

了闽茶“年轻化”探索，产品更

加多元，包装更加现代，营销

模式更加多样，不仅留住了老

顾客，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更为中国茶产业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

正山堂福州西湖店，

茶艺师正在泡茶。

（资料图片）

适应各年代消费者需求，福建开发出很多闽茶新产品。

图为位于宁德福鼎的多采公司自然运营中心。（资料图片）

在山西太原晋阳湖公园，沙滩浴场门票及不少水上运动项目消费都

可以使用消费券。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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