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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丈：打造茶旅互融的发展格局
湘西古丈，本是一个袖珍

小城，却以出产“古丈毛尖”而
扬名。

据记载，古丈已有2000多
年的种茶历史， 唐代入贡，清
代又列为贡品。而今，古丈仍
是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有机
茶之乡。

今年上半年，全县茶园面
积达14.68万亩， 加工实现产
值6.2亿元， 茶农人均增收
2000元，历经千年的“茶香”，
已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如何进一步延伸茶产业
链， 给茶产业带来额外的收
入， 这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问
题，茶旅结合是未来工作的重
点。”古丈县县长邓晓东介绍，
接下来将以创建“中国茶文化
之乡”为抓手，着力打造“古丈
毛尖”公用品牌；加快茶旅融
合发展，打造一批茶旅示范基
地和茶旅品牌，尽快形成“以
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互融”
的发展格局。

■记者 杨刚 整理

登上古丈城外的竹溪湾万亩
茶文化主题公园高处，放眼望去，
满目皆是错落有致的茶园。

“整个公园规划了7500亩生
态有机茶园， 辐射周边10000亩
有机茶开发， 这对推进全县茶园
有机化有重要意义。”一旁的古丈
县农业局推广站负责人张才建告
诉记者， 目前全县绿色生态茶园
达13.8万亩，其中有机茶面积3.8
万亩。

在红石林杜家坡茶叶基地，
坐龙峡村村支书王本雄说， 整个
基地种植的茶树不打农药、 不用
化肥、不用除草剂，是真正的绿色
无公害有机生态茶。“古丈毛尖分
几个等级， 有针形茶叶、 一芽一
叶、一芽两叶等，顶尖的毛尖是一
针型的，但采摘的标准很高，一个
工人一天大概只能采五六斤。”

除了茶产业， 旅游业也渐成
特色。“我们不仅发展茶产业，也
注重发展旅游业， 基地茶园连片
成景， 同时建有观景台和帐篷宾
馆， 来参观旅游的人也不少。”王
本雄说，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茶
叶产业，全村已新扩茶园1500余
亩， 实现了人均一亩茶的奋斗目
标； 并且成为了著名的乡村旅游
名村，2016年， 全村旅游接待量
10万次， 实现旅游收入1500万
元。

采摘、摊青、杀青、揉捻、做
条、 提毫……在古丈县默戎镇牛
角山村制茶厂，从茶树上采摘的鲜
茶叶，经过一道道制茶工序，便成
了闻名遐迩的“古丈毛尖”。

“要经过八道工艺， 每个环
节都很讲究，要很会看，特别是
杀青和脱水，对茶的口感影响很
大，杀出来的青，又香又甜，口感
就会特别好。” 与茶叶打了几十
年交道的茶农张新凤，对制茶的
各个环节都十分熟悉。她告诉记
者，做出的茶叶品质越好，收益
越多，通常一亩茶叶，收入就有
5000至6000元。

从茶叶中获益的不仅仅是张
新凤。牛角山村党总支部书记龙献
文介绍， 牛角山村有313户1306
人，10年前，全村人平均收入只有
791元， 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
2008年村里成立湘西牛角山公司
等6家村企业，通过发展茶叶、乡村
旅游当家产业，去年全村人平均收
入达到8000元，建档立卡贫困户
149户525人全部脱贫。

“目前牛角山村的茶旅产业
优势发挥远远不够。我们要种好
古丈毛尖茶叶，让消费者更信赖
我们。” 龙献文称， 将通过实施
茶、苗、旅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等项目，把牛角山村及周边村打
造成集茶产业、苗文化、乡村游、
康养等于一体的民俗山水茶园
综合体，实现万亩茶园亿元村目
标，带领周边7个建制村1万多名
群众共同脱贫致富， 到2020年
实现全面小康。

只生产有机生态茶

“茶旅”当家
将致富万家

景宁县是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孕育出了优质的惠
明茶。此茶一直被作为高端茶叶，价格也
越炒越高，成为迎来送往的抢手货。

2012年，明前茶每公斤售价达3000
元以上， 惠明白茶曾一度卖到每公斤1万
多元， 茶产业呈现出奢侈品化的趋势。
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 中央
大力提倡厉行节约，抑制公款消费，曾经
火热的茶叶市场“遇冷降温”。惠明茶单价
大幅下降，茶叶种植面积止步不前。

八项规定的出台， 茶产业确实受到
了一定冲击，也逼着景宁茶商走上转型发
展之路。2013年开始，景宁加大茶产业扶
持力度， 各大茶产商不断转变销售模式，
茶叶销售从礼品接待向公共消费转变，从
高端客户向普通百姓转变， 先后推出红
茶、黄茶、茶工艺品等新品种，探索茶类食
品、茶旅结合等新模式，以产品质量、科技
进步和优质服务赢得市场认可。

景宁县农业局高级茶艺师包佐淼说，
其实高价茶仅限于少数有渠道的产商，对
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带动力并不强，反而
助涨奢靡之风，扰乱茶叶市场。

近几年， 景宁县每年投入茶产业
1000余万元，鼓励研发新产品，不断延伸
产业链。2013年以来，该县还提供组团招
聘茶工、设立销售班车等个性服务，开辟
上海、温州等地销售市场，通过斗茶大赛、
开茶节、畲乡“三月三”等系列民俗、节庆
活动和组建淘宝畲乡景宁馆等平台，充分
挖掘畲乡茶的独特生态优势，提升惠明茶
附加值，助力品牌建设，助推茶产业发展。

据悉，今年来，为加强惠明茶品牌建
设、提高市场竞争力，景宁县大力推进茶
树良种化、 生产标准化和茶厂先进化建
设，积极助力惠明茶产业发展。一季度，该
县新增茶园面积2000亩，总面积达6.6万
亩；茶叶产量338吨，同比增长3.1%；产
值达5264万元，同比增长3.3%。

景宁茶产业靠啥重生？

经认证， 贵州省普安县境内保存着
国内最古老的四球古茶树群， 被中国国
际茶文化研究会授予“中国茶文化之乡”
称号，“普安红茶” 被评为“中国文化名
茶”。

普安县位于黔西南州西北部， 全县
国土面积145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400
米。具有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雨量充
沛，多雾，空气、水、土壤无污染，重金属含
量低， 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等种植高山
生态好茶的绝佳优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普安和晴隆交
界的云头大山， 发现了目前世界上唯一
一颗四球古茶籽化石， 距今100多万年

前。 活体野生四球古茶树群落和远古茶
籽化石的发现，让普安被业界誉为“世界
茶源地”。目前，普安县境内仍然完好地
保存着2万多株野生四球古茶树，树龄千
年以上的达3000多株。

“普安县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战役
中，要充分发挥世界茶源古茶文化优势，
把茶产业作为脱贫支柱产业来重点打
造。”据相关负责人表示，普安县目前拥
有茶叶种植面积12.1万亩，而"普安红茶"
由于浸染了延续百万年的四球古茶文化
基因，汤色如琥珀明亮，口感醇香已成为
贵州省茶产业重点发展的“三绿二红”品
牌之一。

贵州普安获评“中国茶文化之乡”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