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去年国庆节前才开业的，
黄金周最多一天接待游客过千人，收
入上万元。”9月1日，茯茶镇某农家乐
老板回忆起去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如是说道。

为了充分挖掘泾阳茯砖茶文
化和“茶马古道”辉煌历史，以文化
兴产业， 以产业带农户，2015年3
月，泾阳县联手民营企业，带动农
户参与，投资1.2亿元，建设关中明
清风格特色优美小镇和体验作坊、
商铺100间。

数据显示，双赵村一期改造的
192户农户中， 有158户从事农家
乐、茶社等经营活动，平均月收入
近万元； 其他农户则通过房屋出
租、在茯茶镇务工等方式，月收入
平均在2000元以上。

井田巷2号农家乐老板娘苏婷，
是得知家乡建设茯茶镇后， 从上海
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回家后，她带着
父母、妹妹，聘请专业厨师，在自己
家里办起了农家乐“苏家小吃”。“收
入稳定，还能在家里照顾双亲……”
苏婷脸上洋溢着自信和满足。

常年在外经商的双赵村村民
张宇感慨地说，茯茶镇具有巨大的
商机，他自筹资金30多万元，改造
了茶马巷19号自有宅基和住房，建
起了“泾茯韵茶楼”，每逢节假日，
客户络绎不绝。

“村里成立了集体股份制企
业，全面参与茯茶镇建设，并吸纳
群众入股， 每年保底分红10%。”茯
茶镇商业运营管理公司董事长李
著说。

通过茶旅结合， 村民既是股
东，又是老板，走上了一条发家致
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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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茶的泾阳，10年要创百亿产值

目前，泾阳县制定 3510计划，即3
年，综合产值30亿；5年，综合产值50
亿；10年，综合产值100亿。

要实现这个目标， 让泾阳茯砖茶
走出陕西，走出国门，泾阳县正在想方
设法突围，要重拾过去辉煌。

为此， 泾阳茯砖茶积极参加各地
举办的丝绸之路博览会、 茶叶博览会
等，让省内外、国内外饮茶者和茶文化
爱好者了解茯砖茶。2014年4月，在人
民大会堂成功举办了中国·陕西(泾阳)
丝路茯茶产业推介会；2014年9月，举
办“泾阳茯砖茶·丝绸之路文化之旅”，
一支由136峰骆驼组成的商队，驮载着
泾阳茯砖茶，历时一年多，重走丝绸之
路， 途经国内5省18市106个县区，横
跨哈萨克斯坦2州1市， 活动沿途举办
各类推介活动30场次， 促进了文化交
流和传播。

“我们也先后在国内各大城市建
成百余家泾阳茯砖茶形象店。 泾阳茯

砖茶已销往国内几十个省市； 茯茶电
子商务蓬勃发展， 投资50亿元的中哈
俄合资丝路文化产业园项目已成功签
约， 已成为与中亚地区加深经贸文化
合作的重要平台； 组织茯茶企业赴茶
叶主产地进行考察，加强合作，建设茯
茶原料基地，保障原料供应；与陕南平
利、紫阳及湖南、四川等地建立了合作
关系，借助陕南富硒茶、有机茶资源打
造茯茶产业发展新优势。”当地茯茶协
会负责人介绍。

同时， 泾阳县积极组织茯茶企业
参加国内外大型展会活动， 先后获得
意大利米兰世博会“金骆驼奖”、深圳
茶博会“金奖”等重要奖项。

张谓说， 上述一系列措施都只是
增加产品知名度、 扩大品牌影响力的
举措之一。 要长远发展， 还需抱团发
展，统一品牌宣传，提高泾阳茯砖茶产
品质量的同时，挖掘泾阳茯茶文化，共
同打造泾阳茯砖茶公共品牌。

红灯笼、茅草屋、小河道里绿树繁
盛，老式的桌椅板凳，电视里见过的特
色旗帜……这是茯茶小镇美食街的景
况。如今，这里成为陕西泾阳县景点之
一。

振兴陕茶旗帜下，2015年， 占地
面积约1300亩的茯茶小镇开园，成为
陕西茶旅结合的新亮点。

在新世纪初恢复生产的泾阳茯砖
茶，也在当地政府重视、企业推动下，
重焕生机。

“目前三个团队在抓泾阳茯茶，包
括生产、销售、科研三块。”9月1日，泾
阳县县长张谓说， 今后要用陕南的茶
叶，做新型泾阳茯茶，把泾阳茯茶打造
成地域公共品牌，并做大做强。

■记者 杨迪

在一带一路、 供给侧改革等国家
政策支持下， 加上陕茶复兴计划的大
力推动，泾阳茯茶以蓬勃发展的势头，
销往广东、上海、浙江、新疆等地，美
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际市场也已初步
打开。

泾阳供销联社主任张院合介绍，
泾阳县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支持
泾阳茯砖茶产业发展， 不断加快产业
复兴步伐。

目前， 全县有茯茶加工企业37个，
在培育企业的同时，该县积极打造产业
平台，启动了投资15亿元、占地600亩
的泾阳茯砖茶产业园项目，进一步推动
茯茶产业聚集发展，形成产业集群。

在产业蓬勃发展之下， 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既让张谓欣慰，却也是

他目前最大的烦恼。
“企业散小弱，各自为政，且发展

后劲不足， 缺少具有行业影响和产业
示范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张谓说。

此外，他直言，产业园建了，担心
销售跟不上。“目前整个产业销售不成
体系。”

泾阳县云阳镇电子商务办公室主
任韩军也坦言， 虽然当地信息化基础
好，网络日益普及，物流配送体系也逐
步健全，有西南交大等人才输送基地，
也有跟互联网企业合作，进步很快，但
“不是有了技术、 有了基础就能做出
来”。

“电商企业太少，没有形成产业氛
围， 所以互联网人才会觉得很孤独。”
韩军说。

“不是有了技术就能做出来”

成立地标品牌，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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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砖茶发源地，迄今900多年

自古岭北不产茶，唯有泾阳出茯茶。
据史料记载： 泾阳为南茶西运加工转运
的集散地，始于汉，闻于唐，兴于宋，盛于
明清。 泾阳茯砖茶产生于北宋神宗熙宁
年（1068年），迄今900多年。

泾阳茯砖茶成名于明洪武元年
（1368年）， 兴盛于明清至民国时期。明
清至民国时期， 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逐
步扩大，泾阳茯砖茶除销往西域各地外，
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俄国、西番、波斯等
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被誉为丝绸之路
上的“神秘之茶”、“生命之茶”、“健康之
茶”。

卢坤《秦疆治略》记载：“泾阳县官茶
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
茶之人，亦有万余。”时泾阳县城及周边，
茶行、茶庄、作坊、茶商号，店铺林立，热
闹非凡。

制茶老艺人、93岁的田生林老人回
忆说：“泾阳茯砖茶当年生意火爆， 仅县
城就有二十多家茶坊， 泾阳茯砖茶浓香
味醇，具有驱寒暖胃、克食利水、杀腥解
腻、降脂减肥、降压降糖之功效，深受西
域游牧民族的喜欢。”

老人还自豪地说：“当年茶商的驼队
所过之处， 几里地之外就可闻到茶香。”
田生林老人介绍说， 南茶在泾阳加工炮
制发酵时，离不开泾阳的水、离不开泾阳
的气候、离不开泾阳的工艺。不然茶叶就
不发“金花”，以前有不少人在外地也试
制过，但最终都没有制成。

茯茶小镇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