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乡茶业不断增强沩山茶的
影响力，打破“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局面。

2006年“沩山”、“沩峰”、“密
印寺” 等商标获湖南省著名商标，
2007年获欧盟认证、 有机食品生
态茶认证、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放心
茶推荐品牌和湖南名茶特等奖。

近两年， 宁乡组团多次对安
化黑茶产业进行了考察， 就基地
建设、品牌打造、市场开拓、政策
扶持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学
习，以振兴宁乡茶叶。

“宁乡茶叶要做大做强， 最重

要的是要进行品牌文化建设的打
造。”黄雪钦表示，要在政府主导下，开
展网络、电视、报纸、微信等大型宣传
活动，如茶叶文化节，茶叶加工制作
比赛等，每年要有一两次重大活动。

“沩山茶叶要想获得跨越式发
展，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大
投入， 扩大基地规模， 改善加工环
境，重塑品牌。”沩山乡相关负责人
透露。

付海兵告诉大茶视界记者，沩
山乡计划2020年前，茶园面积要扩
展到5万亩， 重点打造有机茶园和
30年以上的老茶树品牌。

说到宁乡茶产业，就必须提到沩山
茶叶。

“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值，或是
历史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沩山茶
叶都代表了宁乡茶业的发展方向。”宁
乡县农办高级农艺师张永红表示。

历史上，沩山出产的沩山毛尖与闻
名天下的“君山银针”并称为“潇湘黄茶
数两山”， 自唐朝以来即为各朝的贡品，
清同治六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

从长沙出发，一路向西，经过宁乡，
路由平坦转向了曲折，山道弯弯，两岸
群山环绕，植被茂盛，空气被负氧离子
滋润，深吸一口，清香满鼻。一个小时
后，进入沩山地界，漫山遍野的茶树迎
风而立，一株株、一陇陇，修剪平整，在
阳光下泛着墨绿， 迎接着远方的客人。
每一次来沩山，总是会被这满山的茶海
所震撼。

其实这里的沩山毛尖，远在唐代就
已著称于世，历史上一直是贡茶。《宁乡
县志》 曾记载在清同治年间：“沩山茶，
雨前采摘，香嫩清醇，不让武夷、龙井。”

50年代， 毛主席品尝沩山毛尖后，
托工作人员写信向沩山乡致谢。 刘少奇
主席生前把沩山毛尖作为家乡茶， 款待
国内外友人。华国锋同志题词称“沩山毛
尖，具有独特风格”。谢觉哉、甘泗淇、周
光召等宁乡籍革命老前辈，对故乡的“沩
山毛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98年，沩山毛尖更是被评为全国
十大名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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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茶产业走多元化发展之路
8月7日，正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秋。湖南省宁乡县沩山乡的
茶农开始抢采夏秋茶。

“以前我们是不采夏秋茶
的，从前年开始，才大规模采摘，
卖给茶企做黑茶。” 正在茶园采
茶的刘湘莲告诉大茶视界记者，
她有15亩茶园，每亩能收600多
斤夏秋茶，按2元一斤算，能增收
2万元左右。

宁乡的沩山毛尖曾享誉全
国，上世纪80年代拥有茶企133
家，而今不足30家。近几年，宁乡
县积极发展有机茶园， 扩大黑茶
产能，推进茶叶出口，突出茶旅
结合，走多元化茶叶复兴之路。

■记者 杨刚

8月7日，记者刚好遇到从益
阳到沩山旅游的吴娟一家。“采茶
一采就是一整天， 既让孩子体会
收获的快乐， 也让孩子在采茶中
体会劳动的不易。”吴娟说，带孩
子出来呼吸一下山里的新鲜空
气，确实很不错。

茶旅成为宁乡茶产业发展的
新路径。“沩山有千年古刹密印寺、
世界第一高度千手千眼观音圣
像、同庆寺等文化古迹。”沩山乡农
办主任付海兵表示， 借沩山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大力发展茶旅游成
为沩山茶产业发展重点规划。

“沩山茶海”也成了湖南湘茗
茶公司董事长姜胜标， 茶旅结合
的“试验田”。姜胜标告诉大茶视

界记者， 每年到了春夏季节， 从长
沙、 益阳、 宁乡来的游客在这里采
茶、做茶、休闲。四公里的山路上，停
满了游客的车子，仅漂流一项，每年
收入就可达到2000多万元。

“下一步打算开展茶山一日游，
把茶山、漂流、户外拓展基地串联起
来，让茶与旅游完美结合。”姜胜标
表示，游客享受采茶、制茶乐趣的同
时，体验漂流的刺激，感受户外运动
的魅力。

宁乡一直以春茶为主， 现在大
力发展夏秋茶， 打破原有单一春茶
格局，增加茶园的价值。去年宁乡乌
龙茶生产8吨； 黑茶420吨，比上年
增加40吨；红茶1吨，黄茶3.6吨，比
上年增加3.1吨。

然而， 略显尴尬的是，2000年后，宁
乡茶产业的发展停滞不前。

和沩山一山之隔的“安化黑茶”声名
鹊起、红遍大江南北，而沩山茶叶似乎显
得有些“英雄迟暮”。

在县农业局经作站，大茶视界记者
拿到了去年茶叶产业的一组数据：去年
全县茶叶生产面积57000亩，其中采摘
茶园27600亩， 比上年增加500亩，无
性系良种面积10000亩。全年共生产加
工 茶 叶 6491.6 吨 ， 茶 叶 生 产 总 值
18738万元。

宁乡县茶叶综合产值还不及邻居安
化县茶产业102亿元的零头。

虽然目前宁乡茶叶特别是沩山茶叶
在省内外已小有名气， 但其现在拥有的
“江湖位置”与其历史地位、品牌价值远
远不相对称。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制约了
宁乡茶叶产业的发展呢?�

“茶叶由于资金不足，经营管理层次
比较低，没有大型的专业的销售团队，目
前还是在区域性范围内经营销售。”宁乡
县茶业协会会长黄雪钦告诉大茶视界记
者，宁乡茶业品牌影响不够，在全国范围
来看，名气不大，现有3000多亩茶园取
得有机认证多年， 但在开拓国际市场步
伐太慢。

“资本不足，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黄
雪钦同时透露说，地方政府对茶产业的支
持没有特殊的政策，对龙头企业没有集中
支持。

业内人士也指出，宁乡需要依托大沩
山旅游， 大力发展沩山生态观光采摘农
业，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夏秋茶，打破
现在单一春茶格局，增加茶园的价值。

复兴蓝图：让宁乡茶叶香飘四海

突破瓶颈：茶旅加夏秋茶开新路

辉煌历史：
沩山茶叶湖南的一张名片

尴尬现状：
产值不及邻居安化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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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沩山有机茶园示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