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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都笋峰茶，栽培历史悠久，茶叶品质
优良，产自浙江省中南部的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缙云县，这里生态环境优越，山峦起
伏，云雾缭绕，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
合茶叶生长。其茶叶外形扁平、挺直、光滑，
色泽嫩绿油润，香气浓郁持久，常带有兰花
幽香，汤色嫩绿清澈，滋味鲜醇微甘，早在
1991 年的杭州国际茶文化上就获得了“中
国文化名茶”称号，2009 年被中国茶叶博物
馆确定为馆藏标准名茶，是继全国十大名茶
后首个入驻的名茶，2010 年被确认为上海
世博会比利时欧盟馆官方用茶，是目前浙江
省著名的茶叶品种之一。

仙都笋峰茶与上海世博会

2010 年 4 月 19 日 下 午 ，缙 云 仙 都 笋
峰 茶 正 式 进 驻 上 海 世 博 会 比 利 时 欧 盟
馆 。 在 进 馆 仪 式 上 ，馆 长 Myriamm 正 式
宣 布 ，浙 江 省 缙 云 县 茶 叶 产 业 协 会 为 该
馆 官 方 茶 叶 供 应 商 ，仙 都 笋 峰 茶 被 指 定
为 该 馆 官 方 供 应 茶 。 能 够 成 功 挺 进 上 海
世 博 会 ，成 为 首 个 被 上 海 世 博 会 正 式 冠
名 的 茶 叶 品 牌 ，仙 都 笋 峰 茶 有 自 己 独 特
的三大“ 独门秘笈”。

“守”：守住原生态，严把质量关

2009 年，杭州一家省级集团公司的办
公 室 主 任，在 茶 农 的 热 情 邀 请 下，对 孵 鸡
岩茶叶基地进行现场踏勘，车至三溪乡便
被 乡 村 干 部 拦 下，执 意 要 他 步 行 上 山，开
始一直不解，待至 800 多米高的茶叶种植
基 地 ，湿 润 的 空 气 中 透 着 阵 阵 幽 然 的 茶
香，深有感触：基地禁车，避免尾气污染，

是 缙 云 仙 都 笋 峰 茶 的 一 大 特 点 。 当 场 决
定 将 其 集 团 所 用 的 茶 叶 换 成 仙 都 笋 峰
茶。时至今日，缙云几乎每个茶叶种植基
地 ，汽 车 只 能 行 至 山 下 ，上 山 仍 靠 步 行 。
欧盟馆对茶叶质量把关极严，入围茶叶要
通 过 各 种 检 测，包 括 营 养 价 值、污 染 物 含
量等，特别是重金属含量，标准苛刻，国内
很 多 名 茶 都 没 能 通 过 。 但 仙 都 笋 峰 茶 生
长 于 人 烟 罕 至 的 海 拔 600 米 以 上 的 深 山
里，所以晋级毫无悬念。

“攻”：主攻纯品种，实现可持续

缙 云 有 宝 贝 啊 ！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茶
叶 研 究 所 白 元 研 究 员 提 起 仙 都 笋 峰 便
有说不完的故事。仙都笋峰之所以质优，
跟 其“ 高 贵”出 身 很 有 关 系 。 仙 都 笋 峰 茶
选用的茶叶四个品种，全部来自中国茶叶
研 究 所 ，即 龙 井 43 号 、龙 井 长 叶 、中 茶
108、中 茶 102，前 面 两 个 也 是 西 湖 龙 井 选
用 的 茶 叶 品 种。“ 仙 都 笋 峰 茶 不 但 具 有 香
气 浓 郁 持 久、滋 味 鲜 醇 微 甘 的 特 色，而 且
营养成分丰富，如茶多酚含量高达 28%。”
白 元如是说。近年来，缙云在茶叶种植
品种上下大功夫，一方面根据区域独特的
土 壤、气 候 条 件，注 重 原 有 茶 叶 品 种 的 改
良；另 一 方 面 积 极 引 进 先 进 的 茶 叶 品 种，
以确保可持续发展。

“改”：改进老工艺，赢得市场俏

茶叶要好喝，不仅品种要好，采茶、炒
茶 、加 工 制 作 、保 存 方 式 ，一 样 都 不 能 马
虎 。 近 几 年 来，缙 云 县 重 点 打 造 精 品 茶，
先后开出七届培训班，培训炒茶工还有品

茶 工 。 人 口 不 过 40 来 万 的 一 个 小 县 ，已
有 近 400 个 熟 练 的 、有 各 级 证 书 的 炒 茶
工、品茶师。其中有个农民拿到了国家级
品 茶 师 资 格 。 以 前，每 年 春 茶 开 采，缙 云
都 要 到 杭 州 来 挖 角，现 在，贵 州 等 省 每 年
都来缙云争抢优秀炒茶师傅。同时，缙云
县 还 一 口 气 制 定 了 仙 都 笋 峰 茶 产 地 环 境
标 准、育 苗 及 栽 培 技 术 标 准、加 工 技 术 规
程等三大规范化标准，大大提升了作为统
一 品 牌 的 仙 都 笋 峰 的 整 体 质 量 。 仙 都 笋
峰 茶 与 其 他 绿 茶 一 样 ，存 在 着 季 节 性 销
售、存储方法复杂等制约性因素。缙云县
用 开 放 性 思 维 ，敢 于 改 进 ，大 胆 尝 试 。
2009 年，听说杭州有家企业拥有中国茶叶
博物馆馆藏标准的制作工艺，打破了绿茶
季节性销售的瓶颈，并因常温保鲜从而更
平 民 化 ，缙 云 县 便 主 动 与 该 企 业 联 系 合
作，引进充氮保鲜技术，采用小包分装，使
茶叶不被氧化，一年内能保持完美如初的
色泽和芳香。如今，这样的包装一进入比
利 时 欧 盟 馆，便 深 得 老 外 的 欢 心，也 赢 得
了大中城市市场的俏销。

仙都笋峰茶与县域农业产业发展

近 年 来，缙 云 县 委、县 政 府 把 茶 叶 产
业列入县域农业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每
年安排 150 万元专项扶持资金，用于产业
的 提 升 培 育 。 与 中 茶 所 建 立 科 研 合 作 关
系，长期聘请专家指导产业发展。大力宣
传仙都笋峰茶叶品牌，积极组团参加各类
茶 叶 博 览 会、展 销 会，先 后 获 得 各 类 奖 项
荣 誉 30 多 个，其 中 1988 年 荣 获 浙 江 名 茶
证书，1991 年荣获“ 中国文化名茶”称号，

2002 年 荣 获 中 国 精 品 名 茶 博 览 会 金 奖 ，
2003 年 荣 获 上 海 国 际 茶 文 化 精 品 名 茶 博
览会金奖、荣获第五届“中茶杯”全国名优
茶评比一等奖，2004 年荣获“中绿杯”中国
名优绿茶评比金奖，2005 年荣获中国济南
第三届国际茶博览会名茶评比金奖、荣获
第六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一等奖，
2006 年 荣 获 北 京 马 连 道 第 六 届 茶 叶 节 暨
浙江绿茶博览会金奖，2007 年荣获中国杭
州 国 际 名 茶 暨 第 二 届 浙 江 绿 茶 博 览 会 金
奖、荣获第七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
一等奖，2008 年荣获第三届浙江绿茶博览
会金奖、荣获“中绿杯”中国名优绿茶评比
银奖，2009 年荣获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标
准名茶、荣获中国（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
金奖、荣获第八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
比一等奖，2010 年荣获中国（上海）国际茶
业博览会金奖、2010 年荣获西安国际烘焙
咖 啡 展 览 会 暨 第 五 届 浙 江 绿 茶 博 览 会 名
茶评比金奖、2010 年荣获浙江十大旅游名
茶、2010 年被确认为上海世博会比利时欧
盟馆官方指定用茶。

截至目前，缙云县共有茶叶种植面积
5.2 万 亩，其 中 投 产 茶 园 4.2 万 亩，全 县 茶
园 无 性 系 良 种 率 占 70% ，年 产 值 1.28 亿
元，投产茶园平均亩产值 3000 多元，从事
茶叶产业各类人员共有 4 万多人。总之，
缙云县围绕“ 品种、品质、品牌”不断加速
茶 叶 转 型 提 升 步 伐，取 得 较 大 发 展，2010
年 5 月 25 日 出 版 的《浙 江 日 报》给 予 了 很
高 的 评 价—— 缙 云 茶 叶 发 展 正 是 浙 江 绿
茶发展一个缩影。

（浙江缙云县农业局 胡惜丽）

浙江名茶——仙都笋峰

荣昌县位于重庆市西部，距重庆市区
94 公里，距成都 246 公里。荣昌县属中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热量丰
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7.7℃，年降
雨量1117.8毫米，是茶树生长适宜区。

荣昌县是茶叶新区。1972 年开始
种 茶，1973 年 大 力 发 展 茶 叶 生 产 。 到
2010 年底，全县茶叶面积达到 22500 亩，
其中投产茶园 19000 亩，分布于安富、双
河、广顺、荣隆、盘龙、昌元、昌州、峰高、
清升、直升等 10 个镇（街）；全县茶叶总
产 2300 吨，产值 2350 万元；2009 年全县
出口红茶 11500 吨，创汇 870 万美元，同
比增长 7.5%。

荣昌茶叶生产有以下优势：一是荣
昌县茶叶基础好，农民种茶积极性高。
现有茶园全是密植免耕茶园；茶树主要
良种有：黔湄系列、云南大叶种、福鼎大
白、福选 9 号、蜀永系列等，其中良种率
63%，无性系品种占 50%；适制名茶、绿茶
的品种约占总面积的 40%；荣昌县茶叶亩
产多年保持在 150kg 干茶的高产水平，全
县茶园亩平鲜叶收入 1200 元，管理较好
的亩平收入达 3000 元以上，经济效益显
著，茶农种茶积极性很高。二是荣昌县
具有开发名优茶的独特优势。由于荣昌
县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荣昌县茶叶具
有上市早的优势，是开发名优茶难得的
有利条件。荣昌县茶树萌芽早，茶叶上
市早，可比同纬度的江苏、浙江的茶区早
1 个月，可比川、渝其他茶区早 10 天左右；
荣昌县交通方便，为名优茶的快速调运
创造了条件。三是加工企业具有优势。
荣昌县茶叶加工企业实力雄厚，目前全
县 26 家茶叶企业，其中从事红茶加工的
主要有 11 家，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 5 家，
其中荣发茶厂，其总资产超过 1600 万元，
2009 年 销 售 额 突 破 4500 万 元，创 汇 达
400 余万美元，具有明显的竞争实力。从
事大宗名优绿茶加工的荣昌县龙山茶
厂，以“茶厂+农户+基地”的经营管理模
式，由茶厂负责加工和销售，并提供农
药、化肥和技术服务；由茶农负责基地建
设，并按要求提供原料，做到 1 个茶季结 1
次帐，其效果十分显著。该厂年生产加
工绿茶 150 吨，创产值 250 余万元，基地
内人均茶叶产值 640 元。四是外销优势
突出。全县红碎茶常年出口 10000 吨左
右，占重庆茶叶出口总量的 90%，创汇
900 万美元左右，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
最大的红碎茶集散地。五是技术条件优
越。荣昌县茶叶技术推广部门具有长期
从事茶叶专业技术人员 10 余人，其中高
级职称的 2 人，中级职称 3 人，获得部、
省、市项目奖多次。与重庆市业务处站、
市茶叶研究所、西南大学保持有密切的
合作关系。各类茶叶生产、加工企业有
技术人员 200 多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8
人，中级人员 45 人。

荣昌县近年通过一系列工作推动荣
昌茶叶生产发展。2006 年通过了“重庆
市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整体推进的认
定；2006 年开始实施衰老茶园改造，重点
改植换种上世纪 70 年代发展的衰老茶
园；2008 年实施国标委“荣昌县无公害茶
叶生产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项目，实现荣
昌茶叶生产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和无
公害化；2010年创建农业部园艺作物茶叶
标准园，规范茶农生产，提高生产水平和
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加强无公害茶
叶产地、产品的认证工作，鼓励企业参加
绿色食品、有机茶认证，创建市级农业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及 市 级 名 牌 农 产 品 。
2008-2009 年，对全县产茶重点村（社区）
进行茶叶技术培训，提高茶农无公害茶
叶生产技术。现有无公害产品 8 个，有机
茶 1 个，全县茶叶生产基地均取得无公害
茶叶生产基地证书，有市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2 个,县级龙头企业 4 个。

荣昌县茶叶生产坚持“红绿兼制”，
突出红碎茶和名优绿茶生产，开拓国内
国际市场，保持红茶出口增长，扩大内销
绿茶市场。春季以生产名优绿茶为主、
夏秋季以加工红茶为主，全县共有 26 个
茶叶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 3 万吨，其
中从事红茶加工的主要有 11 家，有自营
出口权的 5 家，绿茶生产企业 10 家；取得
生产许可证的 9 家，其中绿茶加工企业 4
家；年加工量在 200 吨以上的企业 12 家；
主要品牌有：“天岗玉叶”、“荣发”、“雾
都”、“龙山春”等。

全县出口创汇重点红茶企业有：重
庆市荣发茶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巍业茶
业公司、重庆市同发茶叶有限公司、重庆
市宏发茶业公司和重庆市兴荣茶叶有限
公司，5 家出口企业年生产能力达 3 万
吨，年生产经营出口红碎茶最多达 2 万
吨，占全国红碎茶出口的 40%以上，重庆
市茶叶出口 90%以上，经营实力强大，不
仅收购本县的鲜叶原料，还从涪陵、南
川、成都、贵州、云南、山东等地购进毛茶
原料进行再加工，产品远销 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
红碎茶生产、加工及出口集散地。

名优绿茶生产加工企业主要有：重
庆市天岗玉叶茶业有限公司、荣昌县龙
山茶厂、重庆市旭达茶业有限公司、荣昌
县香竹茶厂、荣昌县新颜茶厂等。其中
名茶“天岗玉叶”获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
会金奖、重庆市名牌农产品称号、重庆市
首届十大名茶称号、重庆市茶叶十强企
业；“岚峰松针”获 1997 年、1998 年重庆
市“三峡”杯优质名茶称号；2008 年，“天
岗玉叶”产品通过有机茶认证。

（重庆市荣昌县农业委员会特色经
济发展站 杨谊昌）

乐 业 县 地 处 广 西 西 北 部 ，云 贵 高 原
的 边 缘 ，总 面 积 2617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16.7 万 人 ，8 个 乡 镇 ，隔 红 水 河 与 贵 州 省
相 望 ，耕 地 面 积 17 万 亩 ，粮 食 作 物 以 中
稻 和 中 玉 米 为 主 ，县 城 海 拔 970 米 ，是
广 西 海 拔 最 高 的 县 城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6.3 ℃ ，是 广 西 气 温 最 低 的 县 ，年 降 雨
量 1100mm-1500mm 。

乐 业 县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9.86 万 亩 ，茶
叶 加 工 厂 38 家 ，是 广 西 第 三 大 产 茶 县 ，
年 产 值 1.1 亿 元 ，其 中“ 百 里 茶 廊 ”范 围
种 植 完 成 5.6 万 亩 ，四 级 砂 路 完 成 建 设
74 公 里 ，油 路 建 设 已 经 完 成 5 公 里 。
从 事 有 机 茶 生 产 的 企 业 已 经 投 产 的 有
2 家 ，即 广 西 乐 业 县 顾 式 茶 有 限 公 司 和
广 西 乐 业 县 草 王 山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两
家 企 业 均 为 市 级 龙 头 企 业 。 全 县 通 过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的 面 积 为 8600 亩 ，年 产
120 吨 中 高 档 有 机 茶 ，年 产 值 5600 万
元 。 顾 式 系 列 有 机 茶 已 经 获 得 中 绿 华
夏 有 机 食 品 认 证 中 心（COFCC）、国 际
有 机 作 物 改 良 协 会（OCIA）、美 国 农 业
部（USDA）和 欧 盟（EU）等 四 个 有 机 茶
认 证 机 构 的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顾 式 茶 公
司 建 成 茶 叶 自 动 化 生 产 线 及 现 代 化 茶

叶 加 工 厂 一 座 ；广 西 乐 业 县 草 王 山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有 机 茶 已 经 获 得 中
绿 华 夏 有 机 食 品 认 证 中 心（COFCC）的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 另 外 ，乐 业 县 昌 伦 茶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与 乐 业 县 金 泉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3000 亩 有 机 茶 基 地 正 在 申 报
有 机 认 证 ，2011 年 有 望 获 得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

乐 业 县 是“ 全 国 重 点 产 茶 县 ”，是
“ 农 业 部 标 准 茶 园 创 建 示 范 县 ”、是
“ 有 机 茶 全 国 农 业 标 准 化 示 范 区 项
目 县 ”。

2010 年 参 加 中 国 茶 叶 学 会 举 办 的
全 国 首 届“ 国 饮 杯 ”茶 叶 评 比 中 ，乐 业
县 有 2 个 茶 叶 产 品 获 得 特 等 奖 ，5 个
茶 叶 产 品 获 得 一 等 奖 ，1 个 产 品 获 得
优 质 奖 。

乐 业 县 茶 叶 产 业 从 2001 年 开 始 进
行 重 点 建 设 ，县 委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利
用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IFAD）和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WFP）1200 万 元 贷 款 投 入
茶 叶 生 产 管 理 ，国 家 发 改 、扶 贫 、交 通
等 其 他 项 目 配 套 投 入 9800 万 元 ，一 年
一 个 台 阶 。 2004 年 开 始 进 行 有 机 茶 生
产 ，茶 叶 远 销 美 国 、日 本 、韩 国 、德 国 、
新 加 坡 ，国 内 的 南 宁 、广 州 、上 海 、北 京
等 地 。

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东南部，一个像凤凰羽毛一样美
丽的地方，素有“凤羽水乡”之美称。这里空
气清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全国唯一的
水族自治县。三都县处于贵州省茶叶发展的
变质岩最适宜区，土壤以黄红壤、红壤为主，
海拔在 500-1300 米之间，植被类型主要属于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类型，由于地形、地貌、海拔高度的
多样性影响，形成了全县气候在地域上的立
体差异。全县分为温热、温暖、温和三个气候
区域，夏长冬短、春秋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
寒。年均气温 16-17℃，年均降雨量为 1400
毫米，全年日照时数 1100小时左右，实属典型
的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区域，非常适宜发
展茶叶生产。宜茶区域基本无工业企业，更
无污染企业；农业仍保持传统的生产方式，较
少使用农用化学物质（如化肥、农药等），山区
自然形成的生态环境与天然隔离条件，为发
展有机茶产业提供了优越的环境。

三都水族自治县是一个待开发的农业
县，有较丰富的农业资源，农林产品加工潜
力大，品质优异，具有发展特色优质有机农
产品种植、加工得天独厚的资源与环境条
件。随着贵阳至广州的快速铁路及“厦蓉”

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三都县到广州的汽车
运输仅 7 小时，火车运输仅 4 小时，到省城贵
阳仅 1.5 小时，出省连接珠三角及港澳地区
的交通区位优势将排在贵州 88 个（市、区）
的前列。为充分利用本县农业资源、生态环
境及交通区位比较优势，大力开展高效有机
循环农业产业，打造有机农产品品牌，三都
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
促进产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政策措施，为
企业投资发展高效有机循环农业产业创造
了很好的投资环境。

绿茶是三都的优势资源，茶叶产品主要为
毛尖茶，以其造型雅致，高香纯正、滋味浓爽而
深受各地客商青睐。据统计，全县宜茶面积在
10万亩以上，目前种植面积仅约2万亩，这为发
展三都茶产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甜茶是三都的特色茶品种，是蔷薇科悬
钩子属的一种落叶有刺灌木，主要分布于贵
州南部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山区，甜茶具有多
种保健作用，民间以甜茶叶代茶饮用，谓之
有清热止渴、补肾、降血压和治疗糖尿病等
功效。现已人工种植甜茶 3700 亩，产品主
要出口日本、美国、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地区，
市场供不应求。甜茶富含甜茶素，甜茶素又
名钩子甙，是斯替维醇和葡萄糖结合而成
的。总而言之，“甜茶类”保健饮料的产品市
场前景无限光明。

长兴地处浙江北端，历来为我国著名
茶区。顾渚山曾建有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皇
家茶厂——贡茶院，茶圣陆羽在此写就了
中 国 第 一 部 茶 叶 专 著——《茶 经》。 颜 真
卿、白居易、皎然、杜牧、张文规、陆龟蒙、皮
日休、刘禹锡、陆游和苏轼等文人墨客也留
下了大量不朽的作品，至今还留存唐朝以
来的忘归亭、金沙泉和三组九处摩崖石刻
等茶文化古迹。

长兴紫笋茶因《茶经》中“紫者上，笋者
上”而得名，陆羽在顾渚山多次考察和悉心
钻研后，发现此茶“芳香甘冽，冠于他境，可
荐于上”。紫笋茶被列为贡茶始于唐朝广德
年间（公元 763-764 年），距今已有 1200 多

年的历史。紫笋茶深受帝王喜爱，有诗云
“琼浆玉露不可及，紫笋一到喜若狂”，贡茶
数 额 连 年 剧 增，到 唐 武 宗 会 昌 年 间（公 元
841-846）贡额多达 18400 斤，堪称中国贡茶
之最。2010 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同
时授予长兴和紫笋茶分别为“中国茶文化之
乡”和“中华文化名茶”称号，紫笋茶已被国
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
产名录。

2010 年底，长兴茶园总面积达 9.1 万亩，
茶叶总产量 4323 吨，总产值 4.75 亿元，其中
名茶产量和产值分别为 570 吨和 3.75 亿元，
成为长兴现代农业的主导产业和茶区农民
增收的重要途径。长兴十分注重茶叶质量

安全，现有无公害茶叶 6.5 万亩，有机茶 0. 79
万亩。长兴多次被评为浙江省茶树良种化
先进县、浙江省初制茶厂优化改造工作先进
县和浙江省茶厂改造重点示范县。现有省
级农业龙头企业——长兴县英特茶业发展
有限公司，长兴县和平基隆坞茶场、长兴县
茶乾坤食品有限公司、长兴县永金茶业有限
公司和长兴县桃花 有机茶厂 4 家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紫笋”牌为浙江省著名商标。

长兴县每年安排茶产业补助资金 800
多万，曾荣获“中国茶叶发展政府贡献奖”。
在 1999 年组建了全县茶叶行业协会，紫笋
白茶生产重镇——和平镇也于近年成立了
白茶协会，从事行业沟通、协调和管理等工
作。《茶园防霜扇防霜害新技术示范推广》、

《茶果套种技术示范与推广》、《生态茶叶示
范基地建设》和《长兴名茶循环农业发展模
式示范推广》等项目相继实施，大幅提高了
茶园科技应用水平，并改善了茶叶生产条
件。每年投入 80 多万元的茶文化活动和品
牌宣传推广经费。长兴县委县政府多次在
上海和北京等地举行茶事新闻发布会和茶
产业推介会，组织茶企参加大型的博览会并
屡获金奖；邀请央视来长兴拍摄茶产业专题
片，先后在七套《致富经》、十套《人与社会》、
二套和四套《走遍中国》等节目播出；投资拍
摄电影——《茶恋》，介绍陆羽生平及其与紫
笋茶结缘的传奇故事；2008 年 3 月 31 日，在
北京举办“大唐茶都——浙江长兴名茶拍卖
会”，100 克紫笋茶、白茶和 500 克紫笋茶饼
分别拍出了 6.2 万元、8.8 万元和 5.3 万元的
高价。

长兴紫笋茶是浙江省首只具有部级农
业行业标准的茶叶，2010 年跻身“中国茶叶
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行列，获农业部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紫笋名茶开发公司
荣获“浙江老字号”称号。长兴紫笋茶因品
种和工艺等不同而形成品质风格悬殊的两

大系列产品走俏市场，紫笋茶形似兰花，色
泽嫩绿，香气清高持久，滋味醇厚，汤色清澈
明亮，叶底嫩匀成朵；紫笋白茶形如凤羽，香
气馥郁，滋味鲜醇甘爽，汤色嫩绿明亮，氨基
酸含量丰富，比一般绿茶高 2 倍以上。长兴
名茶主销上海、北京、山东和江苏等地大中
城市，蒸青茶、乌龙茶等产品外销日本、欧美
等国家和地区。

为传承和展示茶文化精髓，长兴县委、
县政府历时 3 年投入近亿元在原址上重建
了贡茶院，并以此为中心强力打造了顾渚茶
文化景区。新建的大唐贡茶院占地 110 亩，
建筑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现为全国文保单
位。2009 年，“中国白茶第一街”开街，总投
资近 1500 万元，建筑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
店铺 90 间，为白茶产业构建了产品销售的
商贸平台、品牌打造的展示平台和市场对接
的联络平台。2008 年长兴承办了第十届国
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长兴首届陆羽茶文化节，
2010 年第三届中国长兴陆羽国际茶文化节
暨中国县域金融论坛开幕，国内外 600 余名
茶界专家、文化名流和经济学者齐聚长兴品
茶论道。茶文化节围绕“弘扬茶文化、发展
茶经济”的主题，着力打响“大唐茶都”品牌，
推动茶文化和茶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浙江长兴县经作站供稿）

乐业县大力发展有机茶叶产业叶产业 凤羽水乡 商机无限

茶经故里 紫笋贡茶
——浙江省长兴县茶文化和茶产业简介

重庆荣昌推进
茶叶产业发展

■ 王 勇■ 杨昌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