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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谋一叶”。 早在 2000 年就制定了
第一个省级地方标准《石门银峰茶综合标
准》，并在 2007 年由石门县茶叶协会注册为
地理证明商标，开始统一打造“石门银峰”品
牌，提出了“一套标准抓生产，一个拳头抓市
场，一种声音抓宣传，统一质量拓市场”。 从
此，“石门银峰”步入快速发展，由过去的“单
一”产品发展成三大系列 10 多种规格，由原
来的 5 家茶厂生产，发展到 109 家茶企业的
产销群体，销售范围则是由过去的本县（市）
或本省，渐渐发展到省外国外的大市场。

石门县委、县政府以“统一、整合品牌”
为推手，吹响了公共品牌的集合号，出台相
关奖励、激励政策，指导和要求全县茶叶企
业，统一使用“石门银峰”地理证明商标。 协
会、企业通过“进百城建千店”工程，实施连
锁、加盟等形式，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开设了“石门银峰”品牌店 102 家，并计划在
《十二五》期间，“石门银峰”进入省外 100 个
地市级城市和 1000 家超市、宾馆或专店，促
进公共品牌最大限度转化为经济效益。

品牌兴 产业旺 茶农富。 品牌，能像核

原子一样会发生聚变，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培育自主公共品牌， 就能带动一条产业链，
拉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石门银峰”
是石门县委、 政府长期培育的自主品牌，
2007 年注册地理证明商标，2009 年获湖南
省著名商标，2010年成为第十七届国际茶文
化节“唯一指定用茶”和湖南省的四个地方
公共品牌之一， 其品牌评估价值 8.5 亿元，
2011 年认定为中国茶叶最具发展力公共品
牌，2012年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石门在全
国茶叶百强县中排序第 20 位，“石门银峰”
已成为致富山区 20万茶农的公共品牌。

2010 年前，“石门银峰” 茶的鲜芽头收
购价每公斤就突破了 100 元，随品牌知名度
提升，茶价也年年上涨。 特别是在每年的清
明前后，鲜茶芽收购价 160 元 / 公斤还供不
应求， 茶农采收一天鲜茶叶， 收入都在 300
元以上。 2012年，“石门银峰”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后，产量、质量、效益更是大幅提高，其
系列产品达 2750吨， 综合产值 4.5 亿元，出
口交货值 1.5 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15%、
30%和 33%以上。

“红色老区崛起绿色财富”
石门茶叶———香天下 富万家

�������石门县与湘西、鄂西相邻，有“湖南屋脊”之称，其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宋时《茶录》记，石门产“牛抵茶”为贡品，“茶禅一
味”源于千年古刹———夹山寺。石门历届县委、政府高度重视茶叶生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建设高标准生态茶园 12 万亩，茶叶成为山区农
民的绿色银行、红色老区崛起的绿色财富和希望。“

�林茶相间———“石门银峰”生态茶园。

�������12 万亩高标准的生态茶园， 分布在
“湖南屋脊”———环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域的 10 个乡（镇）68 个产茶村和 3 个
茶场，其中，万亩以上优质茶园基地有壶
瓶山、南镇、东山峰、所街、罗坪等乡镇，
2011 年全省“茶业十强乡镇”，壶瓶山、东
山峰双双获选。

“千山茶自生，林中自有茶”。 石门植茶
区域，数百公里无任何污染和污染源，林中
有茶、茶中有林，林茶相间，生态环境绝佳，
是生产有机茶的风水宝地。茶农种茶积累了
丰富经验，传承长期使用农家肥、有机肥的
传统，采用现代科技、生物技术和“土、洋”结
合的办法，防病治虫，是湖南省茶叶出口质
量安全示范区，是 100%的生态茶、健康茶、
放心茶。作为全国的第一个绿色食品茶叶基

地，是全国有机茶生产和出口大县、湖南第
一县。石门茶叶怀抱“绿卡”，畅销世界市场。

“高山云雾出好茶”。 自上世纪 90 年代
起，石门就实施“品牌兴茶”战略，重视名茶
开发，在挖掘历史贡茶基础上，采用现代科
技和工艺，创新研制出代表当今最高品质的
名茶“石门银峰”，共先后 68 次在国内国际
茶叶评比、展销中荣获金奖，国内外茶叶界
专家和消费者公认，是当之无愧的顶尖级名
茶和世界名茶。

据中茶所、省茶科所的专家科学分析和
检测，石门作为全省高海拔茶区，其茶叶中
的氨基酸、茶多酚、水浸出物含量，高出低山
茶区或全国茶叶平均值的 20%以上，特别是
儿茶素（EGCG）含量高达 8.221%，远高于全
国 6.87%的平均水平，为全国第一。

一、优良生态 优质茶园 孕育最佳品质

二、标准生产 品牌整合 致富山区茶农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硬实力，茶
文化是茶品牌之魂、产业发展之根。 石门县
是中华诗词之乡、湖南首届书画之乡、民间
艺术之乡，在长期实施“文化强县”战略中，
弘道本地土家文化，挖掘“茶禅一味”文化，
叫响“石门银峰”品牌，推动了茶产业建设。
十年“茶禅之春”誉世界

2012年 5 月 12 日———16 日间， 通过全
国政协、两岸经合（北京）文化交流中心搭
台，湖南石门和台湾南投二地牵手，第十届
中国石门茶禅之春在中央 4 台、湖南石门夹
山二地隆重进行。 同期，中国国学院大学禅
茶文化研究院落户夹山寺，从而，石门茶禅
文化的研究，又升级到国学层面。

早在 2002 年， 石门县政府与中国茶叶
学会就举办了“中国茶禅文化研讨会”，石门
确认为“茶禅之乡”。 2005 年，石门县组织
茶农将“石门银峰”有机茶第一个“挑”进北
京天安门，“一石激起千层浪”， 石门茶叶品
牌宣传，从此一“炮”打响，引起轰动。2006年
台湾的余光中大师亲临石门， 登坛论茶禅，
为夹山寺题词：“茶禅一味可通诗”名震海峡
二岸。 2007年，石门县独家承办了国际茶人
品茗会， 50 多个国家的政要、客商、茶人、记
者等，现场品评“石门银峰”并将其优良品质
和口碑，传出国门，远播海外。2010年，“石门
银峰”生产企业整体抱团，统一“出山”， 通过
第十七届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到上海展销，并

借助世博会的窗口和平台， 拓展世界市场，
不断扩大出口。

连续 10 年的“茶禅之春”文化活动，成
为推动石门茶叶产业持续发展的引擎和动
力。 石门县茶叶协会荣誉会长、政府茶叶办
主任马进福回忆和总结道： 在 2002 年举行
第一届“茶禅之春”时，石门茶业面积 4000
公顷，产茶 3000 吨，产值 8000 万元，在湖南
省内的规模、效益处于中等序列。 今天，全县
茶园 12 万亩， 年产茶 9500 吨， 综合产值 5
亿元，在壶瓶山、白云山、雁池西山、太青山
等高山茶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亩产值达万元
的茶园，年收入达 10 万元的科技示范茶农，
石门茶叶产业规模、品牌、效益，已进入国内
茶业的“第一方阵”， 而茶产业发展的活力、
潜力和后劲，更是领军湖南。

石门县 70 万土家儿女， 对茶产业建设
充满了信心，全县上下形成了“哪儿种了茶
哪儿就致富， 哪儿要致富哪儿就要种茶”的
发展观。 县委书记熊大顺描绘了茶产业发展
蓝图：《十二五》规划全县茶园面积 15 万亩，
产值 10 亿元，出口创汇 2 亿元以上，实现生
态富县，茶业富民。 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琦
明对石门茶产业建设， 提出树立五个理念，
加快科学发展，即“以生态理念抓基地发展、
用文化理念抓品牌宣传、以创新理念抓产品
研发、以健康理念抓茶叶安全、以工业理念
抓企业建设”，再创石门茶叶新辉煌。

三、强化宣传 文化助推茶业发展

石门银峰成为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唯一指定用茶。 俄罗斯客人在挑选石门茶叶。 张友亮摄陈宗懋刘仲华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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