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溪宛如“绿色宝库，闽中明珠”，闪烁

在福建省中部的绿水青山之中。尤溪历史

悠久、人杰地灵，始建县于唐开元 29 年，是

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诞生地。

尤溪县境总面积 3463 平方公里，辖 9

镇 6 乡，250 个行政村、11 个居委会，总人口

42.5 万人。是三明市幅员最大、人口最多

的县。全县林业用地 418 万亩，森林覆盖

率 74.4%，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

山区县。这里地处戴云山、武夷山两大山

脉之间，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18.9℃，雨

量充沛，年降雨量 1400-1800 毫米，土壤肥

沃，是得天独厚的宜茶区。

也许正因为上天的厚泽，让这里成为

茶叶特别钟情的土地，超过 30 万亩的山地

适宜名优茶生产。在全县 250 个村中，绝

大多数的村都有生产茶叶。这里是“全国

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县”，“全国重点产茶

县”，是财政部扶持的“现代茶业生产发展

项目县”之一。这里有一片又一片耸波叠

翠的茶园、有一家又一家茶叶加工厂或专

卖店，这里是茶的舞台、茶的世界。

尤溪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厚重而深

远。据考证，尤溪县农民大面积种茶已有

700 多 年 历 史 。“ 饮 罢 方 舟 去 ，茶 烟 袅 细

香”，朱熹的《茶灶》中就有描绘尤溪斗茶品

茗的诗句。可见，尤溪民间在宋朝或更早

就已种茶、饮茶。

在醇厚的历史茶香中，尤溪人民很早

就开始了对发展生态茶的追求。作为福建

省十大产茶县之一，福建省重点扶持的 15

个茶叶优势区域县之一，尤溪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精心谋篇布局，科学

推进茶业产业化，引导广大茶农、茶商将传

统茶的种植与加工和现代先进种植与加工

技术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生态茶叶的良性

发展之路。目前，全县茶园总面积超过 10

万亩，茶叶年产量超过万吨，茶产品主要有

绿茶、乌龙茶、红茶系列，其中“尤溪绿茶”

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地理

标志集体商标”注册证。

用现代农业理念谋划茶产业，是尤溪

县做优茶产业的第一着棋。近年来，尤溪

县在“种、加、销、品、魂”五个方面都下足功

夫，用心经营着现代茶产业这篇大文章。

他们在政策资金上对茶产业给予相应扶

持，2008 年以来，还争取到国家现代农业

(茶叶)发展项目扶持，用于良种基地建设、

茶厂改造、品牌宣传促销、茶农培训和茶叶

新技术示范推广。

标准化种植、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

营，成为尤溪县近年来茶产业发展的关键

词。他们注重规划先行，在海拔 300-500

米地区建立无公害茶叶、绿色食品生产基

地，在 500 米以上地区建立绿色食品、有机

茶生产基地。如今，该县台溪乡、新阳镇、

坂面镇茶叶基地超过万亩，梅仙、联合、西

城、汤川等乡镇都超过 5000 亩。

好茶要经得起市场和口碑的层层考

验，于是，提升茶叶品质成为这个县上上下

下的共识。他们大力推广农业“五新”技

术，每年举办各类茶叶技术培训班，提高茶

农的生产管理水平。还对茶叶生产全过程

实 行 质 量 监 管 ，提 升 产 品 市 场 竞 争 力 。

2009 年 6 月在三明市率先成立县级茶叶综

合试验推广站；2006 年至 2010 年农业部对

坂面、台溪、新阳等乡镇的 40 个产品进行

抽检，检测结果全部达到国家无公害食品

茶叶质量标准。目前，尤溪县是全国无公

害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县，建有全国面积最

大的有机乌龙茶基地，拥有绿色和有机茶

基地 12000 亩、无公害茶基地 95000 亩。

品牌是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尤溪

县按照“政府扶持，企业运作，相对集中，分

户经营”的运作模式，主攻名优茶生产，逐

步形成了“山上建基地、山下建工厂、山外

拓市场、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

经营格局。如今，这个县有省级龙头茶叶

企业 1 家，市级龙头企业 4 家，专业合作社

6 家；通过有机、绿色、无公害认证的企业

15 家、产品 22 个，注册茶叶商标 12 家；茶

叶从业人员涉及 13 个乡镇、150 个村、1.5

万户 5 万多人。如今，尤溪县初步建成了

以绿茶、红茶、乌龙茶为代表的闽中名优茶

基地，跨入全国重点产茶县的行列。

好茶也要会吆喝。2006 年以来，尤溪

县连续举办五届茶叶鉴评会，聘请省、市专

家评审，评出金银铜奖；并通过组织企业参

加省市举办的各项茶事活动，打响尤溪茶

品牌，提高尤溪茶知名度。在省市历次名

优茶评比中，尤溪茶产品多次获奖，2009

年选送 20 个茶样有 17 个获得福建省春季

名优茶鉴评会优质茶以上奖项，其中“七香

一品白”绿茶获得绿茶名茶金奖。

茶，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每一片鲜

叶、每一瓣茶香，都承载着天然之美、自然

之美、原始之美。 蕴香数百年的茶中珍品

——朱子故里的生态佳茗，正在现代茶人

们的手中绽放新枝、奇香袭远。人们相信，

在尤溪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在加

快福建发展、海西建设的进程中，尤溪茶产

业一定会创造出更加骄人的业绩，谱写出

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福建省尤溪县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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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平猴魁为主打产品的黄山猴王

茶业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坐落在黄山脚下

的太平湖畔，依山傍湖，人杰地灵，是黄山

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公司坐拥茶树良种繁育基地 200 亩、

茶场 8 座和生态茶园基地 5000 亩，其中含

有传说中猴魁诞生地的猴坑 680 亩。茶

园均分布于海拔 700 米的高山峡谷中，生

态环境得天独厚。山岭纵横、峰峦起伏、

坑峪幽深、山水相映，植被覆盖率 90%以

上，真可谓“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

山云”，实为原生态茶品的高山茶园。

茶园基地生态优美，生活设施完备，

集生产加工和农业观光、休闲于一体。

公司在安徽黄山工业园区新建设的

太 平 猴 魁 茶 产 业 示 范 园 总 投 资 6800 万

元，占地 48 亩，拥有 800 平方米的茶产品

展示厅和 2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包装

生产线全部按照 GMP 标准要求设计建

设，质检中心配备国内最为先进的检测设

备。现有员工 1800 余人，拥有各类高、中

级茶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100 余人。

公司同时在北京、上海、合肥、深圳

设有营销分公司，并在南京、杭州等城市

设有 20 多家猴魁茶形象店及专柜，销售

原生态有机太平猴魁茶，年销售量 4 万

多公斤。

公司正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推行标

准化管理体系，全力做好太平猴魁原生态

茶基地保护，使传统制作工艺发扬光大；

以转变茶产业增长方式、提升茶产业发展

水平为己任，让太平猴魁茶誉满全球。

红楼梦中有记，妙玉曾以梅上之雪泡

茶，灵秀染就一身绿，沸腾滚成一缕香。

在如今浮躁的世界里，想要学古人去喝梅

花上的雪煮出来的茶，无异于痴人说梦。

若是闲暇之余，烹茶扫雪一碗读书灯，亦

或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却

也不错。

无论是香茶或是上水，也都需要携以

正确的泡饮之道。

冲饮茶叶之时，取本产品 5-7 克整齐

地、轻轻地放入玻璃茶杯中，用 90℃的开

水沿着杯壁缓慢地倒入，然后盖上杯盖，

约 2~3 分钟后，即可品饮。

太平猴魁茶成两叶抱一芽之态，俗称

“两刀一枪”，平扁挺直，魁伟重实，有“猴

魁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卷边”之称。入杯

冲泡，缓缓开展，或沉或浮，犹如“刀枪云

集、龙飞凤舞”。叶底嫩绿匀亮，芽叶成朵

肥状，汤色清绿明净，兰香高爽，滋味甘

醇，有独特的“猴韵”；品饮时能领略到“头

泡香高、二泡味浓、三泡四泡幽香犹存”的

意境。

而黄山猴王茶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品

的“野猴牌”太平猴魁茶叶，不仅具有“两

叶抱一芽、扁平挺直、魁伟重实、不散不

翘”的优美外形，且色泽苍绿匀润，白毫隐

伏，叶脉绿中隐红，兼有兰香高爽、滋味甘

醇和独特的“猴韵”。泡饮之时汤色清绿

明澈，叶底嫩绿匀亮，芽叶成朵肥壮，为绿

色、健康和安全的最佳饮品。

魁者，第一也，与雄并称为首领也。

孕育于黄山北麓的太平猴魁，因终年

沐浴云雾，产地多湿又土质丰沃，而使茶

质别具一格，也因它独特的外形，泌人心

脾的香气与绝伦的茶品而位列中国十大

名茶之一，声名显赫。

说起猴魁茶，就不能不提到太平县的

猴坑，在那里曾流传着一段猴魁茶诞生的

故事。

传说在古时，黄山曾居住着白毛猴一

家三口。有一日，小毛猴独自外出玩耍，

来到了太平县，偶遇大雾，迷失于途中，没

有再回到黄山去。老毛猴寻子心切，一连

几日外出寻找，终因劳累过度，病死于太

平县的一个山坑里。这山坑中正住着一

位老汉，终日以采野茶与药材为生。他心

地善良，发现了这只病死的老毛猴，就将

它葬在山岗之上，并移来几颗野茶与山花

栽种在老猴墓旁，正要转身离开时，忽听

传来语声：“老伯，你为我做了好事，我一

定感谢您。”但他转身四顾却不见人影，于

是就将这件事慢慢遗忘了。

直到第二年冬去春来，老汉再次来到

山岗采摘野茶，发现遍岗都生满了碧绿的

茶树。老汉正在吃惊时，又听有音传来

说：“ 这些茶树都是我送给您的，好好栽

培，今后便可衣食无忧了。”这时老汉才恍

然大悟，原来这些茶树都是他昔年所葬的

神猴所赐。

从此，老汉便拥有了这块好茶山，也不

需翻山越岭去采野茶了。为了纪念神猴，

老汉就将这片山岗称作猴岗，将自己住的

山坑叫作猴坑，将从猴岗采制的茶叶叫做

猴茶。后来经年流转，由于猴茶的品质超

群，堪称魁首，便因此得名太平猴魁。

话说猴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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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的一句“中国 7万茶企业抵不过一

个英国立顿”，让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王

庆不胜烦恼，日前，王庆郑重对笔者表示：“其

实这句话是对我 2006 年发言的一个曲解。”

中国茶企远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脆弱。

但是，中国茶业“有姓无名”的现状，还是

让业内人士扼腕。而中国茶企选择的以“茶

道”自救的道路似乎又将中国茶业推入了另一

个尴尬的境地。中国茶企该如何赶上“立顿”？

令中国茶企蒙羞的数字

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国约有 7 万家茶

企，一年茶叶总产值约 300 亿元，而联合利

华立顿一家茶加工企业的年产值就达 200

多亿元人民币，可见中国 7 万家茶企不敌

一家英国立顿。

联合利华 2009 年的年报显示，在联合

利华的品牌阵列中，有 11 个主力品牌，这

些品牌中每个品牌的年收入都超过 10 亿

欧元，茶叶品牌“立顿”正是其中之一。

今年 2 月，联合利华公布了 2010 年全年

业绩，包括立顿在内的冰激凌与饮料业务全

年收入 86.05 亿欧元，与上一年度的 77.53 亿

欧元相比，增长约 11%，在业绩报告中，联合

利华特别指出，立顿在中国市场增势喜人。

对于中国 7 万家茶企不敌一个“立顿”

的质疑，王庆表示：“举个例子，2009 年中国

茶叶作为农产品，产值是 500 亿元，‘立顿’

是工业生产，计算的是工业产值，不能一概

而论，我们估计中国茶叶在流通中升值之

后，GDP 也应该有 1200 亿元，远超立顿。”

但不容忽视，环视单个中国国内茶叶企业，

“立顿”确实没有对手。

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组织的中国茶叶

行业百强评选中，中粮集团旗下的中国茶

叶股份有限公司（中茶）连续五年排在首

位，而据此前媒体报道，中茶 2011 年的销

售额目标是 20 亿元，与最保守的“立顿”收

入 10 亿欧元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除此之外，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统

计，2010 年 1~6 月，我国茶叶共出口 14.73

万吨，出口金额约 3.61 亿美元，平均单价

2447 美元/吨，即约 17 元/公斤。

根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的资料，2010 年上半年，斯里兰卡茶

叶出口 143300 吨，价值 713 亿卢比（6.35 亿

美元），约为 30 元/公斤，比中国的茶叶出口

均价高出了近一倍。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

姜爱芹表示：“其实目前中国一些茶叶在国

际出口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低，但是因为中国

大多数出口的是原料茶，包装好的制成品茶

出口的量非常少。”她解释说，“主要是因为

中国的茶叶出口大多依赖进口商，根据进口

商的需求来出口相应的产品，很多进口商都

有自己的品牌，只需要原料或初级产品。”

斯里兰卡政府今年将向散装茶等初等

产品加税，以限制初等原料产品的出口，鼓

励本国企业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这对

中国茶企是一种启示。

中国茶企如何赶上立顿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我国茶树种植面

积约占世界茶园面积的 50%，居世界第一；

2005 年超过印度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

茶叶生产国。中国出产的茶叶中，以绿茶

为主，2007 年，中国绿茶产量 87.4 万吨，占

全部产量的 75%。但据农业部数据，世界

茶叶贸易中，红茶占 85%以上。

而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随着现代社

会健康饮食概念的深入人心，从现在起到

2019 年，世界绿茶的出口量将以每年 5.5%

的增速超过红茶的 1.8%，中国茶叶出口有

很大提高空间。

不过，中国茶业急需改变“有姓无名”的

现状，即虽有耳熟能详的铁观音、乌龙等产

品，但却没有一个好的品牌。王庆说：“中国

茶叶产品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不同地区的茶

叶品种不同，茶叶品牌也大多集中在某一个

地域的具体品种内，要想创造全国性的品

牌，必须调整产品结构，跨地区生产。”

而且，与散装的中国茶叶需要浅斟慢

酌相比，“立顿”以袋装茶即冲即饮的形式

让饮茶跟上了现代社会的快速节奏，成为

一些都市年轻人、白领阶层的挚爱，演化为

一种流行休闲文化的符号。

多数中国茶企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不少茶企大力渲染中国的饮茶文化，讲茶

道、比茶艺，慢节奏的“茶道”与现代生活联

系较少，远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这对于推广

茶产业用处并不明显。王庆表示：“本来是

希望文化搭台，茶叶唱戏，结果是文化似乎

又将中国茶业局限到了一个小范围内。”

姜爱芹说：“中国茶产业未来的真正出

路在于学习‘立顿’，培养大众消费市场。”

中国茶企业需要将茶变成一种生活的必需

品，更多地进行产品开发，降低生产成本，

开启全国范围内的茶消费市场，适应现代

人的生活节奏，“两条腿走路”是中国茶企

日后发展的必然方式。

笔者了解到，国内的龙润集团已经如

“立顿”般生产袋泡茶，袋泡茶在其销售中

所占的份额只有 10%~20%，主要依靠的销

售渠道是连锁加盟、零售和企业机关团购，

目前其在全国范围内有近 200 家加盟店，

2010 年一年在华东地区就增加了近 20 家，

每一家的销售额都在 200 万元左右。

龙润茶走的是相对的高端路线，明年将

推出 Office Tea，价位和立顿袋泡茶价格差

不多，龙润茶连锁事业部营运经理李涵琳说：

“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口碑营销，没有进超市销

售，超市进场的成本太高，我们很难负担，我

们逐渐在增加广告的投放、网络宣传，但是我

们要慢慢来，立顿那样的大规模投入我们是

做不到的，资金流动的周期会跟不上。”

除了资金和定位区别外，姜爱芹认为，

超市的产品是标准化生产的，标准化是形

成一个大众品牌的基础，而中国的茶叶恰

恰就是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也是中国茶叶

很难在超市上架销售的原因。 （胡军华）

中国茶企如何追赶“立顿”？

福建省南靖县地处博平岭山脉的东南

端，博平岭山脉众多支脉逶迤伸入境内西北

部。这里山川秀丽，物产丰饶。

南靖县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积淀深厚，

是福建省十大产茶大县之一和闽南乌龙茶第

二生产大县。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确保茶产业朝

着绿色、天然、健康的方向可持续发展，“十一五”

期间，南靖县委、县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立足县情，着眼未来，前瞻性地制定了建设生

态茶叶强县的发展目标。为圆满实现这一目标，

该县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自然、人文优势，积极

组织实施现代茶业生产发展项目，不断加大项目

资金整合力度，五年来，全县累计整合项目资金

投入8000多万元，建设高标准生态茶园2.8万亩，

建设茶园防护林 1.8 万亩，种植茶园行道树、遮

荫树、绿化树38.7万株，茶园套种绿肥1.2万亩，

推行茶园梯壁留草和种植茶园护梯植物 1.6 万

亩，硬化茶园主干道与支干道 108公里，建设茶

园小水库12个，高位蓄水池58个，总蓄水量6.6

万立方米，建设覆盖面积2.8万亩的茶园排蓄水

系统和自动喷灌系统。生态茶园建设不仅符合

茶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符合建设安全高效茶

业需要，对该县而言，还符合壮大土楼生态旅游

业需要。建设一批高起点、上规模、有档次的生

态茶园，对加快该县现代茶业生产发展，促进茶

产业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迈进，有序推进和谐

南靖建设，必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如今，当您走进南靖茶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片片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生态茶

园，这些生机盎然的生态茶园，就像一颗颗

翠绿的翡翠，与一座座古朴沧桑的土楼相映

成趣，构成一幅幅精美的山水画。（王炳炉）

天人合一钟灵秀 源头活水育佳茗 发挥自身优势
建设生态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