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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刊刊

本报讯 由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

贸 促 会 农 业 分 会 、中 国 贸 易 报 社 联 合 主 办 的

2011 中国（北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会（简称

北京茶博会）将于 4 月 20 至 22 日在北京展览馆

盛大开幕。

本届茶博会主题为：“北方春茶第一展”，将

汇聚全国各地之名优茶，开辟北方春茶展之先

河。据悉，展会面积达到 8700 平方米，来自全国

及港澳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 200 多家参展商将集体亮相。据展览会负

责人介绍在本届茶博会现场，来自全国的观众及

商家将品尝到正宗的明前茶，各参展商将把最好

的新茶呈献给首都的群众。人们不仅可以品尝

到刚刚上市的西湖龙井、婺源绿茶、太平猴魁、黄

山毛峰、贵州绿茶、高山乌龙茶，还将品尝到浓郁

的普洱、安化黑茶、雅安藏茶、广西六堡茶、武夷

岩茶、野山茶等。据负责人介绍，享誉百年的坦

洋工夫红茶、福鼎白茶、寿宁高山乌龙茶、柳州绿

茶“柳韵春晓”、三江绿茶、长兴绿茶、雅安藏茶、

蒙顶黄芽、平和白芽奇兰茶、尤溪铁观音、嵊州龙

井等都将组团集体亮相茶博会，而广西茂盛六堡

茶、湖南名望黑茶、杭州西湖龙井、安徽六安瓜

片、黄山猴王、泉州裕名苑、云南普洱、贵州高原

春、山东碧波、蒙顿茶膏等企业也都将精彩亮相。

三天展会里，组委会也安排了多场精彩的活动，

20日上午的开幕式将欣赏到由雅安茶艺表演团队带

来的龙行十八式和盖碗黄茶的茶艺表演；10点在展

场的现场活动区，寿宁县将举办盛大的“寿宁高山乌龙

茶”推介新闻发布会，届时将有中央及地方70多家媒

体现场报道；20日下午，组委会将举行盛大的第二届

“觉农杯”中国名茶颁奖，届时，我国茶届行业泰斗将出

席；21日上午，雅安市茶叶协会将组织万人大品茶，并

进行学术讲解，还可品尝到甘醇的蒙顶山茶。

一年之际在于春，4 月 20 日，大江南北的茶

商将汇聚北京，带来甘醇爽口、香气浓浓的春

茶。相信在组委会及参展茶企的努力下，“北方

春茶第一展”将给首都群众带来一场不一样的茶

届盛宴。 （魏 有）

4 月 8 日，由茶祖神农基金会、湖南省

茶业协会、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和保靖县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11 年中华茶祖节·保

靖黄金茶品鉴拍卖会”在长沙召开。湖南

省人大党组成员、省政府顾问唐之享，省政

协副主席武吉海及省人大、省政协、省发改

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建设

厅等多个部门负责人，湘西自治州委、州人

民政府以及来自全国的茶叶专家，制茶、售

茶、收藏茶的相关企业与个人、新闻记者共

200 余人与会，品鉴保靖黄金新茶、见证其

拍卖现场。

名为“黄金茶”，那到底与黄金有何等

值关系此次保靖黄金茶拍卖会给出了一个

明确答案：2 两“一号母树”保靖黄金茶竟拍

出了 9.8 万元的高价，也就是每克卖卖人民

币 980 元。截至当日 13 时 21 分，国际黄金

现货价格卖出价为人民币 307.84 元/克。2

两保靖黄金茶的价格大于 6 两黄金，真是

“三两黄金一两茶”。其实，这并不是保靖

“黄金茶”第一次比肩黄金，早在去年 3 月

底，8 两保靖黄金茶，在深圳也卖出了 26 万

元的高价。

据保靖县姚常雨县长介绍，保靖黄金茶

原产地葫芦镇黄金村是一个 173 有户 726 人

的苗寨，该村目前种植黄金茶 5200 亩，2010

年实现黄金茶销售收入 1600 万元，人均纯

收入 8000 余元。该村因黄金茶的产业发

展，从昔日十分贫穷落后的苗寨变成了名副

其实的万元户村、湘西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示

范村。自 1996 年起应用无性扦插技术大面

积繁育黄金茶苗以来，黄金茶种植已在全县

铺开，全县黄金茶茶园面积发展到 25900

亩。保靖黄金茶古茶园于 2009 年 12 月列入

湖南省第九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目前

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该茶园

保护树种达 1223 棵。其中以一号、二号、八

号母树历史最为悠久，现已查明一号母茶树

的实际年龄为 403 年。2010 年，保靖黄金茶

获得第三届中国最具价值潜力茶品牌“金芽

奖”、在湖南省首届十大茶品牌推选活动中，

保靖黄金被评为全省四大地方公共品牌之

一。“十二五”期间，全县将以每年 1.5 万亩的

速度新扩保靖黄金茶园，到 2015 年末，茶园

面积达到 10 万亩，主产区人均达到 1 亩以

上，产量达到 2000 吨，产值 5 亿元，2020 年实

现综合产值 20 亿元以上。

（湖南省茶业协会 伍崇岳）

眼下，浙江三门县内各大茶叶

基地已开始大规模采摘春茶。不

过，笔者调查发现，相比往年，今年

的“茶工荒”问题更加突出。

近日，笔者在绿毫茶叶合作社

的茶园看到，偌大的茶园，采茶工并

不多，只零散分布在各处，而且大多

是当地山区闲散在家的中老年妇

女。茶园负责人胡晓俊谈到，今年

茶叶的销量很不错，最大的问题是

采茶工非常紧缺。据了解，该合作

社 现 在 平 均 每 天 需 要 200 名 采 茶

工，而目前一半工人都没招到。

为“茶工荒”而发慌的，还有玉

龙茶叶专业合作社主任梁亚枢。笔

者近日联系上他时，他正准备出发

到江西招 500 名采茶工。“今年我们

合作社的茶叶产量不错，价格也比

去年高很多，比如我们的一种特级

茶叶，价格已从去年的每斤 680 元

涨到 800 元。”梁亚枢告诉记者，许

多收购商正等在合作社要货，可由

于没有足够的采茶工，他无法满足

客户的要求。

为吸引工人，梁亚枢已把采茶

工 的 日 酬 从 去 年 的 50 元 涨 至 100

元，但还是填不满用工缺口。“我们

一共需要 2000 名采茶工，但现在我

只招到一半。就算加上合作社的社

员，也还有 500 名缺口。时间一天

天过去，再也等不起了，所以大家一

商量，决定出去‘抢人’。”梁亚枢无

奈地说。

县林特局农艺师陈中泽是该县

的茶叶类专家，他告诉笔者，县内一

些专业合作社的茶园亩均产值在

5000 元左右，而春茶产值占总产值

的 90%，如果采茶工的缺口没有及

时补上，农户们一年的辛苦很可能

就会打水漂。

近年来，该县茶园面积不断扩

大，已稳定在 1.5 万亩左右，按一人

采摘 2 亩计算，每年需要 7500 名左

右采茶工。“据我们初步估计，全县

采茶工的缺口目前至少在 10%。”陈

中泽直言不讳地说，这一数据还只

是保守估计。

陈中泽曾就“ 茶工荒”的现象

进行过调查，他认为“采工荒”形成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采摘期过

于集中。从 3 月下旬开始，大部分

茶区进入春茶采摘高峰期，持续时

间 2 至 3 个月，工作季节性强，用工

集 中 性 高 ；二 是 人 力 资 源 储 备 不

足。随着三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工业和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

吸引到大批城乡劳力，导致农业人

力资源不足。

（柯晶桢）

“茶工荒”让人有点慌

2011北京茶博会将于4月20日盛大开幕

中金村里种“黄金”三两黄金一两茶

他 27 岁成为全国茶学界最年轻的副

教授，40 岁在全国首创“植物资源工程”本

科专业，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 10 多项。他曾将一家靠 350 万元贷

款起家的小公司，发展成与世界 500 强企

业讨价还价的行业先锋，最终创造了日本

三井公司高价购买湖南农业大学技术股

份的奇迹。他提出并实施了中国黑茶产

品方便化、高雅化、功能化的发展，加快了

由边销向内外销拓展的速度。前不久揭

晓的第七届湖南光召科技奖，将荣誉颁给

了这位引领中国茶业走向世界的湖南农

业大学教授刘仲华。

一片茶叶，别人看到的是绿色，刘仲

华 却 看 到 了 健 康 的 脉 络 和 广 阔 的 市 场 。

上世纪 90 年代初，由于国际市场茶叶需求

结构的改变以及日益严格的质量安全要

求，我国进入欧盟、日本、北美等发达地区

的茶叶数量出现明显滑坡，严重挫伤了茶

企和茶农的积极性。中国茶叶真的没了

出路？刘仲华通过研究发现，中低档茶尽

管喝起来滋味平淡，但其中仍蕴含大量的

儿茶素、茶氨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功能

成分，提取出来可以应用于天然药物、功

能食品、化妆品等行业，且使中低档茶叶

资源的价值得到高倍提升。然而，当时已

有的茶叶有效成分提制技术大多采用氯

仿、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或铅、铝等金属

离子进行提取和分离，高残留的有害溶剂

氯仿对肝脏有严重伤害，高浓度的乙酸乙

酯残留物伤害肠胃，还是难以进入国际市

场。怎么办？

刘仲华带领他的团队历经 10 多年攻关

与创新，先后构建了儿茶素、茶氨酸、茶黄

素、咖啡碱等茶叶功能成分的绿色高效提

制技术体系和高香冷溶型速溶茶提制新技

术，突破了国际市场的绿色壁垒和技术壁

垒，有效推动了我国茶叶深加工产业的飞

速发展。1000 克的普通茶叶，经过高效提

取分离，可增值 20~50 倍！他与日本、德国

科学家历经 10 年合作，研究开发的高纯儿

茶素成为美国 1962 年以来第一个纯植物药

VeregenTM 的活性制药原料，造就了全球

第一个以茶叶功能成分为主料的新药，获

得美国 FDA 批准。

以此为基础，刘仲华带领团队把研究

视野扩大到丰富的特色植物资源。先后研

究开发了虎杖、荷叶、葛根等 100 多种植物

的功能成分，构建了从资源的优选与改良

到功能性终端产品开发的植物功能成分利

用技术体系，承担了 10 多项植物提取物出

口标准的制定。由于这些研究涉及的学科

跨度大，刘仲华笑称：“起码要读 7 个大学。”

这不，湖南农大茶学专业出身的刘仲华成

了清华大学生命分析化学方向的博士。刘

仲华领衔的“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为湖南省农业领域第二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是省属高校

的第一个。

10 多年来，刘仲华在茶叶及特色资源

植物功能成分开发领域的相关成果和创新

技术，先后在湖南、湖北、浙江等 10 多个省

市的 50 多家企业全面推广，每年新增产值

30 多亿元，新增利税近 10 亿元，出口创汇 2

亿多美元。

（胡宇芬 李苗）

刘仲华：让中国茶造福世界

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