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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茶叶提取物的面膜、水乳，茶氧洗

面奶、防护喷雾，含有茶氨酸的沐浴露

……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的国

茶成就展区，用茶叶提取物制作的日常生

活用品引人注目。

“这是由苍南老中医化妆品有限公司研

制而成的，茶叶提取物具有抗氧化、杀菌抗

菌等作用，我们将其与生活用品相结合，从

而扩大销路，破解茶叶销售的单一化问题。”

苍南县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丁云铭介绍道。

苍南地区茶产业历史悠久，茶产优质，

产量丰厚，但苍南茶产业商业化、规模化、

集约化、品牌化发展相对不足。拥有“中国

茶文化之乡”称号的苍南，在与周边省市茶

叶的竞争中如何发力？

2023年春季，苍南县五凤南山头村的

共富茶园里迎来了一批新游客，赏茶、品

茶、采茶……共富茶园里笑声朗朗。“现在

我们的民宿和共富茶园相结合，春季我会

带领客人到自家认领的茶园里，体验采茶、

制茶的乐趣。”民宿负责人吴加礼说，目前

他的民宿已在共富茶园里认领了 10余亩，

茶园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

共富茶园是苍南推动茶产业发展的新

举措，据丁云铭介绍，2022年 12月苍南正

式启动“共富茶园”项目，以“共富”为轴心，

通过“企业+专家+基地+农户”的统一管理

模式，吸纳周边茶农及闲散劳动力，集中开

展标准化种植，专家、院士提供技术支持、

汉茶公司进行品牌运营，企事业单位或个

人认领式购茶，整合茶叶种植、生产、营销、

文旅等优势资源，化生态效益为经济效益。

“这种模式既保障了茶青品质，又提升

了茶青价格。茶农不仅富了口袋，还可以

学到先进实用的种植和管理技术。”丁云

铭说，共富茶园示范基地初期投入 500亩，

从开园至今，已认领茶园达 300多亩。下

一步将在扩大茶园示范基地的同时，推出

共富茶园共享体验馆项目，主打共享、连

锁、线上线下一体概念，用创新链带动产

业链融合发展。

苍南县委书记张本锋表示：“未来，我们

还将推进多产融合，实现从卖茶叶到卖品

质、卖服务、卖体验的转变提升，着力促进休

闲旅游业发展，促进群众进一步增产增收。”

共富茶园让茶农鼓起了钱袋子，但在

茶叶产量不断增加、茶叶消费场景日渐多

元、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的大背景下，苍南

如何差异化发展，从而提高苍南茶叶的品

牌知名度和竞争力？

苍南茶研会从未停止探索。

目前苍南全县有茶叶种植经营大户近

50家，茶叶生产经营企业 1000余家，茶叶

种植面积 3万多亩，综合产值 2.5亿多元，

先后建成茶文化广场、茶文化博物馆、茶

文化主题公园等。

苍南还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1989
年，位于苍南县城的南都药市拥有经营户

近 300家，是业内公认的中国十大药市之

一；2006年，苍南拿下“中国人参鹿茸冬虫

夏草集散中心”国家级称号；如今，苍南参

茸市场经营的滋补类中药材达上千种，几

乎涵盖全品类，年交易额近50亿元，有着极

大的“养生”物质和市场基础。

基于此，苍南茶研会提出，打造“中国

养生茶之都”，推动茶产业和中药产业融合

发展。2023年 3月，苍南茶研会与浙江大

学现代中药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并设立

养生茶实践基地“长生老号”，共建中医药

（参茸）博物馆、增设养生茶研学中心，同时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结合苍南县本地茶

叶研发养生茶。

人参五宝茶、菊苣栀子茶、猴头菇丁香

沙棘茶……苍南产出本地茶叶与“药食同

源”中药材相结合的特色养生茶20余款，拓

宽了茶叶单一的销售出路。

在茶博会的温州展馆里，苍南展出了

本地特色的墩门工夫红茶、茶糕点、采茶

戏、茶酒等十项茶与非遗融合的产品，其中

苍南非遗项目墩门工夫红茶与浙江省非遗

项目点色剪纸相结合，采用特色剪纸技艺

包装，突显浓厚的苍南特色。

近年来，苍南县非遗保护中心联合苍

南茶研会对苍南茶非遗相关项目，进行全

面梳理、摸排调研，除创新各类苍南特色养

生茶和茶系列化妆品，还将苍南独特的苍

平窑茶碗、苍南锡器和桥墩月饼糕点等融

合创新，开发形成“玉苍茶席、玉苍茶艺、玉

苍茶器”等系列苍南茶文化非遗产业链。

苍南县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吴锡勇

说：“我们不断创新苍南茶叶的发展之路，

以茶为点，以点带面，希望真正做到融合各

方面元素，带动茶农致富。”

以茶为媒，探索茶业的融合发展之

路，苍南沏出了茶叶“共富香”，奏响了

茶业“发展曲”。

我县以茶为“媒”带活一方山水

沏出茶叶“共富香”奏响茶业“发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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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
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南风6-7级阵
风8级。 苍南气象局提供

共富茶园共富茶园 以叶兴业以叶兴业

茶茶++非遗非遗““茶茶””色生香色生香

本报讯（记者 吴银林 章圣俊）近日，

市政协副主席郑建忠一行来我县调研“千

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县领导叶信

迪、苏海鸥、朱植丰等参加调研。

郑建忠一行先后前往赤溪镇南头村、新

东村以及霞关镇长沙村，实地察看168黄金

海岸线沿线乡村连片提升情况，了解各村

社在“千万工程”推进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

的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郑建忠

和随行的政协委员观看了168黄金海岸线

精彩蝶变视频，听取我县深化“千万工程”

美丽乡村建设情况汇报。委员们结合各自

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纷纷发言，为更好建设

美丽乡村谋思路、想办法、出点子。

调研中，郑建忠强调，“千万工程”是习

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苍南要以

领导重视为前提，以龙头项目为引领，以特

色优势产业为核心，连点成片、组团式推进

美丽乡村整体产业链发展。要进行可持续

投入与管理，建立可持续工作机制，分门别

类做规划、做项目，做到产业配套全覆盖，

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坚持问题

导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市政协来苍调研

深化千万工程
建设美丽乡村

““中国养生茶之都中国养生茶之都””再拓新路再拓新路

昨日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运动

协会主办的“圣境山杯”2023年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在我

县罗家山（雾城）航空飞行营地拉开大幕。来自全国各地

80 多名滑翔伞高手集结苍南，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

宴。比赛为期3天。 （徐舒婷/文 李士明/摄）

御风而行山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