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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依托独特的高山气候和良

好的生态环境，位于福建省东北部、闽浙

两省交界处的寿宁县积极转变茶业发展

方式，通过改良品种、创立品牌，传统茶

业“华丽转身”，一个以高山乌龙茶为龙

头和主打产品、多茶类并举的生态新茶

乡，正在闽浙边界崛起。

一个思路 打响产业转型“突围战”

寿宁是全国重点产茶县、福建十大

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面积 13.5 万亩，

年产茶叶万吨以上。

近年来，寿宁县委、县政府立足资源

优势和县情实际，经过多方考察、论证，及

时调整发展思路，确立了“打造闽浙边界

生态新茶乡”的发展思路和“建设闽东北

高山生态优质乌龙茶生产集散中心”的发

展定位，把进一步推进茶产业发展作为寿

宁最重要的民心工程、民生工程、“一号工

程”来抓，努力形成以乌龙茶为龙头和主

打产品、多茶类并举的茶业结构，力争到

2013 年实现茶农收入翻一番以上。

经过近三年来的新优茶树品种改良

种植，目前全县茶叶品种结构单一得到

改变，初步形成了乌龙茶、红茶、绿茶三

大茶类并举的格局。

多措并举 激发群众发展积极性

为激发广大茶农生产积极性，县委、

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茶产业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县 财 政 每 年 拿 出

1000 万元补助茶产业发展，给予新植、改

植乌龙茶每亩补助 700 元，每年扶持建设

100 个以上家庭茶叶加工点，给予茶农每

套乌龙茶加工设备购置补助 2 万元。同

时，开展“单位挂村、干部挂户抓茶改”活

动，每年确定 100 个重点茶改村，安排各

级干部 400 人，每人挂钩联系示范户 10

户，帮助改造 20 亩以上茶园。

为带动群众发展，该县把培育龙头

企业作为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

环，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给予扶持。对引进的茶叶加工企业，

优先给予立项，并在用地报批等方面给

予 支 持 、帮 助 ；对 新 引 进 、创 办 的 茶 叶

企业，按照县政府有关企业引进、创办

的优惠政策予以兑现，并延长一年；对

进入省、市级龙头企业行列的茶叶企业

给予奖励。目前，全县拥有各类茶叶加

工企业 330 多家，特种茶家庭作坊 1000

多家，初步形成了产、加、销一体化的产

业链条。

品牌战略 抢占市场竞争制高点

市 场 竞 争 不 仅 是 质 量 和 价 格 的 竞

争，更是产品品牌的竞争。为此，该县以

“寿宁高山乌龙茶”及“三言堂”为公共品

牌和注册商标，投入巨资，加大品牌打

造力度，抢占市场竞争制高点。为鼓励

企业争创品牌，该县每年举办制茶能手

比赛，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茶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还开出“ 重赏”：

新增的茶叶企业和新创的品牌，获得国

家级、省级、市级名牌的，将分别给予 8

万元、5 万元、3 万元的奖励。在一系列

激励政策、措施的引领下，企业争创品

牌蔚然成风。近年来，该县生产的乌龙

茶、红茶在国家及省市级比赛中荣获 24

个奖项，其中龙虎山茶场、天福缘茶厂

生产的产品，分别获得“国饮杯”、“中茶

杯”比赛特等奖。

除依托传媒推介宣传外，该县还主

动“走出去”，先后在厦门等地举办“寿宁

高山乌龙茶”推介会，并积极组织茶企参

加各类茶博会宣传推广。2010 年，还与

福建广播影视集团、海峡茶叶交流协会

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寿宁杯”第二届高山

乌龙茶海峡茶艺小姐电视公开赛，寿宁

高山乌龙茶得到省、市专家和市场的广

泛认可。目前，“寿宁高山乌龙茶”被列

为宁德市重点宣传打造的茶叶新品牌，

正走出深闺，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寿宁境内万山连互，地势高峻，沟谷纵

横，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常年云雾缭绕，气

候温和湿润，昼夜温差大，植茶条件得天独

厚。全县近三分之二产茶乡镇海拔在 800

米以上，茶树病虫害少，常年几乎不用喷

施农药。境内年平均气温在 13 至 19 摄

氏度间，年平均日照时数达 1700 多小时，

年平均降雨量达 1500 多毫米。山地土壤

有黄壤、红壤、沙壤，一般土层厚度在 1 米

以上，有机质含量在 2%至 3%之间，PH 值

在 4.5 至 6.5 之间，茶树主要依靠腐殖质

土壤中丰富的矿物质生长，几乎不用喷

施化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

寿宁高山乌龙茶天然、叶厚、形美、耐泡、

香悠、味醇的高优品质。

近年来，面对人们对健康饮品及茶文

化追求的日益多元化，该县立足县情，调

整思路，确立了“打造闽浙边界生态新茶

乡”的战略目标和“建设闽东北高山生态

优质乌龙茶生产集散中心”的发展定位，

突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山生态乌龙

茶，领跑全县茶业发展。目前，已初步形

成乌龙茶、红茶、绿茶三大茶类并举格局，

全县拥有各类茶叶精深加工企业 330 多

家。近来来，寿宁高山乌龙茶以“香郁、

味醇、形美、色优”而独秀八闽，走俏市场，

并在国家、省、市级茶叶赛事中荣获“国饮

杯”、“中茶杯”比赛特等奖等 20 多个奖

项。中国茶界泰斗、十大茶学家之一的张

天福老先生，在品鉴寿宁裕发茶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乌龙茶后，认为寿宁高山乌龙茶

色、香、韵、味等俱佳，具高档乌龙茶之品

质，并欣然挥毫题写了“裕发茶叶，香飘四

海”的赞誉。2009 年 11 月，“寿宁高山乌

龙茶”还被指定为第三届海峡两岸茶博会

礼品茶。

“ 洗 尽 古 今 人 不 倦，将 至 醉 后 岂 堪

夸”。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寿宁高山乌龙

茶，因其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迎合了现

代人对有机、环保、健康饮品的消费需求，

在穿越百年风雨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寿宁高山乌龙茶，忘不掉的好茶”，正成

为今天寿宁茶业的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

3000载人文，3000载茶史；500年县史，500年如

歌岁月。地处大山深处的福建省寿宁县，置县于明

景泰六年（即公元 1455 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

“三言”作者冯梦龙曾任知县。这里悠久的茶叶历史

犹似千里长溪，弦歌不绝。据考证，寿宁南阳镇出土

了北宋时期擂茶用的擂钵；冯梦龙在明崇祯九年

（1636年）开始编写的《寿宁待志》中记载：“三甲往初

垄，出细茶，十甲往葡萄洋村，出细茶，茶出七都。”；民

国18年（1929年）版《霞浦县志》记载：“上东、中东、下

西、上西、小南各区皆有种茶，多于山园种之。迥不及

福鼎玉琳之‘大白毫’，寿宁之‘乌龙’……”

相传南宋理宗绍定二年，在寿宁千年名村西

浦，一个叫缪蟾的书生赴临安春试，家人于前桥桥

头设茶酒为他送行。缪蟾饮罢饯行茶，作别家人上

路。两榜开时，缪蟾高中特奏名第一，被皇上封为

特赐状元，随后被招为驸马。洞房之夜，缪蟾拿出

随身带的寿宁家乡茶叶，请公主品鉴。一时满室淡

淡清香浮动，沁人心脾。公主惊问此茶何名？缪蟾

回答：“心怡香！乃舍妹缪心怡所制。”公主略作沉思

后说：“此茶给相公带来好运，不如改名‘金状红’更

加贴切。”缪蟾连声称妙。次日，二人将此茶献与理

宗皇帝，皇帝品后赞不绝口，赐名“金御红”。后人有

诗记述缪蟾夫妻二人烛下品茗时的情景：“琼林宴、

英雄会，洞房金榜喜还疑。彩凤冠、锦霞披，皇姑款

款语声低。羞问蟾郎家何在？鹫峰东麓海峡西。

人俊雅兮茶心怡，家山西子两相宜。”至今，寿宁民间

还广为流传“饮茶送行”的习俗。

明代中叶以前，寿宁种茶多作为自用饮料，

交易量少。在冯梦龙的积极倡导下，市场活跃、

商贾云集，茶叶交易开始繁荣。到了清咸丰、同

治年间，寿宁产的“工夫”红茶已远销海外，在国

内外声名鹊起，茶叶已成为大宗的经济收入，民

间借贷大多约定“茶季”后偿清。当时民间曾有

“以茶换黄金，白银用斗量”的说法。正因如此，

茶叶在寿宁民间素有“茶米”之称，与谷、麦、豆、

麻同列五谷类中，取其“茶哥米弟”之意，足见其

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风烟团一市，茶香绕千家；鲤灯今夕见，百

里最繁华。”描绘的就是清代闽东重镇寿宁斜滩

茶业兴旺的繁荣景象。据史料记载，到民国 25 年

(1936 年)，寿宁茶园面积达 5.73 万亩，年产毛茶

1044.5 吨，全县茶行达 47 家。几百年来，茶叶一

直是寿宁最大宗的农业和贸易商品之一，寿宁有

着较为久远而深厚的茶历史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寿宁茶

叶因质地优良、品质超群而屡获大奖，其中，1986

年生产的“ 福寿银毫茉莉花茶”和“ 一级茉莉花

茶”双双荣获国家优质名茶称号；1998 年生产的

“玉记牌银毫”荣获五星钻石奖，“凤凰舌”绿茶荣

获 1998 国际“东方茶文化”博览会金奖；1999 年生

产的“梦龙茉莉花茶”(雪针、春毫、特级、香毫)获

得首届国际名茶评比金奖；2000 年生产的“寿山

莲心”、“寿山香茗”绿茶分获第二届国际名茶评

比银奖；2009 年 5 月，寿宁县龙虎山茶场生产的

“梦龙春”牌红茶系列“金峰红”、“金韵红”分别被

评为福建省名茶和福建省优质茶；2009 年 12 月，

寿宁天福缘茶厂生产的京鑫牌红茶“金骏眉”，荣

获第八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2009

年 12 月，寿宁裕发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乌龙茶

“铁观音”，在福建省名优茶评比活动中获“省优

质茶”称号；2010 年 6 月，在宁德市第四届茶王赛

暨茶叶包装评比活动中，寿宁裕发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裕发园”铁观音荣获乌龙茶类“茶王”称

号；2010 年 8 月，寿宁县龙虎山茶场生产的“梦龙

春”牌红茶系列“金峰红”、“金桂红”分获首届“国

饮杯”全国茶叶评比特等奖和一等奖。

走向新时期的古老茶乡——寿宁，日益焕发

出生机和活力，到处飘逸着浓浓茶香。真诚欢迎

天下爱茶人问茶寿宁、品茗寿宁。

福建天禧御茶园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天禧御茶园茶业有限公司是中

国茶行业百强企业、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先后获得福建省名牌产品、福建

省著名商标、中国三绿工程放心茶、中茶

协推荐品牌等荣誉称号，并拥有自主茶叶

进出口权。公司生产基地通过中国农业

科学院杭州有机茶认证中心认证，成为

“有机茶生产基地”。目前，该公司已发展

成为集茶叶种植、研发、生产、茶具产品设

计开发、生产、茶叶衍生产品开发生产、加

盟连锁经营、网上购物、茶文化研究、推广

及茶叶深加工为一体的茶叶综合性企业，

在全国建立了 200 多家连锁专卖店。2008

年，御茶园茶业成为第 29 届奥运会赞助商

及服务商，2010 年，御茶园又成为上海世

博会茶叶及茶具所有品类产品特许产品

生产商和特许产品销售商。

寿宁县裕发茶业有限公司

寿宁县裕发茶业有限公司创办于 2008

年，是一家集乌龙茶种植、生产、加工、销

售、培训为一体的龙头示范企业。其乌龙

茶制作工艺始承安溪铁观音的传世技艺，

结合寿宁高山茶区独有的茶叶品质，经技

术提升和创新，研发出臻善完美的寿宁高

山乌龙茶。中国茶界泰斗、十大茶学家之

一的张天福老先生，亲笔题写了“裕发茶

叶，香飘四海”的赞誉。该公司生产的“寿

宁高山乌龙茶”先后荣获首届“国饮杯”全

国茶叶评比一等奖、福建省“省优质茶奖”、

宁德市第四届茶王赛乌龙茶类“茶王”等。

寿宁县双秋茶业有限公司

寿 宁 县 双 秋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创 办 于

2007 年，是一家集乌龙茶铁观音种植、生

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龙头示范企业。

公司致力于打造寿宁高山乌龙茶品牌，

以连锁经营的方式大力发展营销网络。

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开设连锁店 30 多家，

生产的双秋“玉之音”寿宁高山乌龙茶荣

获宁德市第四届茶王赛乌龙茶类金奖。

寿宁县天福缘茶厂

寿宁县天福缘茶厂创办于 1997 年，是

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市级龙头企

业。该企业注册的“京鑫”牌商标，生产的

绿茶于 2003 年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

并于 2006 年通过国家 QS 认证。京鑫牌

“金骏眉”红茶获得第八届“中茶杯”全国名

优茶评比福建省唯一红茶特等奖，京鑫牌

“福寿眉”荣获首届“国饮杯”全国茶叶评比

特等奖。

寿宁县龙虎山茶场

寿宁县龙虎山茶场创办于 1959 年，是

一家主要从事茶叶、果树种植、科研、加

工、销售的国有农垦企业。该场生产“梦

龙春”牌“金峰红”、“金韵红”、“金桂红”、

“梦龙翠芽”、“福寿白茶”五个系列的十多

个茶叶品种。“金峰红”、“金韵红”、“梦龙

翠芽”分别荣获“福建省名茶”、“福建省优

质茶”；在 2010 年全国首届“国饮杯”评选

中，“ 金 峰 红”、“ 金 桂 红”分 别 荣 获 特 等

奖、一等奖。

寿宁县兴昌茶厂

寿宁县兴昌茶厂兴创于 1997 年，座落

于风景秀丽、交通便利的全国文明村—武

曲镇承天村，是一家集绿茶、红茶、乌龙茶

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是福

建台资企业“ 天福茗茶”的固定供货商。

企业自成立以来，着力打造“心怡香”茗茶

品牌，先后推出“金御红”、“金状红”等自

主创新产品。

寿宁县鹫峰茶业有限公司

寿 宁 县 鹫 峰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创 办 于

2009 年，是一家集乌龙茶、红茶和绿茶生

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私有企业。公司

以“生态种茶、科技制茶、规范卖茶”为经

营理念，通过自有无公害茶园基地全程监

控生产，应用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制茶加

工技艺，精心打造独具特色的高品质“鹫

峰红”系列茶产品。

天池峰茶业有限公司

天池峰茶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8 年，

是一家集种植、加工、销售、研发为一体的农

业企业。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产

业化经营模式，坚持“求真务实、自力更生、

诚信高效、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原则，以

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以规模创效益，

致力打造寿宁高山乌龙茶品牌产品。

茶 企 展 示

茶史钩沉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产业转型

闽浙边界崛起生态新茶乡

福建省寿宁县产茶历史悠久，茶香香飘万里，尤其是有着百年以上栽培制作历史的“寿宁乌龙”，曾一度名扬闽东北地区。1929 年版《霞浦县志》记

载：“上东、中东、下西、上西、小南各区皆有种茶，多于山园种之。迥不及福鼎玉琳之‘大白毫’，寿宁之‘乌龙’……”可见寿宁乌龙在当时已颇有名气。近

年来，随着该县“打造闽浙边界生态新茶乡”战略的快速推进，寿宁高山乌龙再度出山——

寿宁高山乌龙茶——忘不掉的好茶

■ 张天一

■ 梦 佳

中国茶叶泰斗张天福老先生在中国茶叶泰斗张天福老先生在

品尝高山乌龙茶品尝高山乌龙茶

■ 沈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