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溧阳种茶历史悠久，但茶园面积很

小，现在山间竹园里偶见野生小枝茶

树。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四大开发”之一

的“丘陵山区农业综合开发”扎实促进了

溧阳茶产业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天目

湖”系列农产品，特别是天目湖白茶的品

牌特色。近年来，“美音溧阳，自在茶香”

更是提升为城市宣传品牌，朗朗上口之

余始终回味在人们的生活中，烙印在人

们的印象里。

天目湖白茶是在溧阳引种于浙江安

吉的“白化变异”绿茶品种，经“杀青—理

条—成型—干燥”工艺制成，一般来讲同

时具备以下特点：茶树种植范围符合国

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即溧阳市境内；原

料为黄叶类白化变异的茶树芽叶；制作

特色为炒烘结合、压棍成型；干茶色泽绿

润、透显金黄，汤色鹅黄、清澈明亮；茶香

栗香馥郁、唇齿留香；茶形细秀略扁、形

如凤羽，叶张玉白、茎脉翠绿；茶味不苦

不涩、鲜爽甘醇、回味生津，彰显色、香、

形、味、美之五大特色。

自 1997 年溧阳农业人引进种植白

茶，天目湖白茶逐步发展成为溧阳农业

的主导产业，成为南部山区农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之一，成为关联度、带动力和生

态功能极强的优势产业。经过 20 多年

面积产量的扩张和品牌建设后，现在天

目湖白茶的产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都

面临提升瓶颈，亟需予以破解。为此，市

政协常委会根据全年工作计划安排的

“促进天目湖白茶健康发展”专题协商课

题，于今年 7月组织部分常委、委员深入

镇区、茶企调研，召开由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并召开十

五届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围绕课题

进行了认真协商讨论。

一、天目湖白茶史中浓缩了溧阳农

业的创业史、奋进史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溧阳被列为全

国丘陵山区开发示范县。市委、市政府

抓住这股东风，引进良种、改进制作方

法，推进茶叶产业转型升级，引领茶叶消

费提档升级。天目湖白茶从引进种植到

成为拥有现今规模的农业特色主导产业

的发展史，是溧阳农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无到有。1997年，戴埠镇李

家园茶场(当时为村办集体茶场)引进了

3000株白叶 1号茶苗，种植了 0.5亩。由

于对此品种不甚了解，只有靠路边树荫

下的一行茶树成活，后被废弃。引种虽

然不成功，但反映了溧阳农业人发现探

索、敢闯敢试的精神。

（二）从有到大。这是一个发现白茶

价值，政府鼓励支持，白茶产业经济迅速

壮大的阶段。2000年开始，当时的横涧

镇、天目湖镇规模化种植白茶。由于显

著的经济效益，市政府大力扶持发展白

茶产业。截至目前，天目湖白茶种植面

积超4万亩，产值超10亿元。

（三）从大到优。这是一个培育品

牌，追求品牌价值的阶段。市政府精心

呵护培育天目湖白茶品牌，并大力向全

国推广提高品牌美誉度。天目湖白茶被

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荣获国家级农

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中国著名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近日，天目湖白

茶获得江苏省首批 14 个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认定。天目湖白茶系列中的“玉枝”

“玉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富子”

“田家山”等 7个品牌商标被认定为江苏

省著名商标，数只产品被认定为有机食

品、绿色食品。近十多年来累计获得“中

茶杯”“陆羽杯”等各类奖项 147个，尤其

是 2007年入选人民大会堂特供茶，使天

目湖白茶的品牌力短时快速达到了巅

峰。持之以恒的品牌争创，不仅提高了

天目湖白茶的品牌价值，也提高了经济

效益，更为溧阳成为名副其实的“茶乡”

作出了巨大贡献。

具体做法是：

1.政府加强鼓励引导扶持。一是将

白茶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予以鼓励发

展。市政府大力宣传种植白茶典型经

验，制订了发展白茶的鼓励政策和措

施，促进了白茶面积稳步扩大。二是将

白茶规模企业作为重点农业项目予以

扶持。为促进白茶产业上规模上水平，

我市优先安排上规模白茶项目申报省、

常州市农业项目，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扶

持，促进高效农业规模化。现拥有 2 个

省级、10 个常州市级龙头企业和 42 家

溧阳市级龙头企业。三是将白茶生产

企业以专业合作社形式予以集聚。采

取政府推动、企业参与的方法，将上一

定规模的白茶生产企业组织起来，建立

了天目湖白茶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品

牌，统一标准化生产，统一市场价格，统

一广告宣传，有效地规范了白茶生产和

销售行为。

2.实施白茶科技入户工程。结合高

效园艺科技入户工程，聘请在生产一线、

有丰富产销经验的人才指导白茶生产销

售，推动全市白茶产业健康发展。针对

茶园是露天工厂、受气候影响较大的特

点，市农业部门与气象台联动建立物联

网，开展茶叶生产气象预测、预报和防御

工作，减少茶叶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3.全面实施白茶绿色种植。以部、

省、市级茶叶标准园创建为突破口，不断

完善田间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建立

喷滴灌系统，使用茶园耕作机械，采取农

业、物理、生物和化学等技术防治病虫

害，并建立农药采购、使用、贮藏、处理和

防治档案，推进茶产业走装备设施化、生

产科技化、管理标准化、销售品牌化、经

营产业化、质量安全化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

4.积极开展白茶“两品一标”认证。

加强对茶叶加工工艺的研究探索，引进

先进生产流水线，大力开发优质天目湖

白茶。已获得认证的有机茶面积 2495
亩，绿色食品茶园面积 5290 亩，是农业

部确认的全国有机茶示范基地。

5.大力推行“互联网+白茶”。充分

利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升级白

茶原料的流通与交易体系，包括品质鉴

定与分级、仓储与物流、交割与结算等，

保障流通与交易的公平安全高效。

二、当前天目湖白茶发展面临徘徊

期、瓶颈期

虽然天目湖白茶产业在生产、管理、

品牌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但仍然存

在着不少制约因素。

（一）白茶芽叶不白。白茶春茶嫩叶

会显白，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特性，让天

目湖白茶有着常茶达不到的品质。但是

由于品种、土壤、温度、海拔、施肥管理等

原因，致使白茶在早春萌发出的嫩芽不

露白、不见白、不发白，尤其是春茶前大

量使用速效氮肥，会导致白化程度下降

和提前返绿。白茶芽叶不白不仅影响外

观，也影响口感，更影响茶叶的品质。

（二）品种更新滞后。我市最早引种

的白茶树树龄已接近 20年，即将进入衰

老期，加上部分茶企过分追求产量、过度

施肥等原因，造成茶树品种退化，影响了

白茶的产量、质量及效益，白茶品种更新

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三）品牌提升乏力。一是标准化管

理难。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目湖

白茶”属公共品牌，而仅天目湖地区就有

白茶商标 73 个，品牌数量多，单体产量

小，布局分散，导致白茶生产难以推行标

准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监管压力较

大。二是提升任务重，与国内安溪铁观

音、云南普洱等知名茶品相比，“天目湖

白茶”在创建国内、国际品牌方面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产品被社会接纳的程度有

待进一步加强。三是品牌建设停滞不

前。“天目湖白茶”争创的许多省级以上

品牌，大部分只是在一些规模茶企之间

的“轮换”和“叠加”，新创知名品牌较

少。四是品牌引领机制缺失。如何充分

发挥好“天目湖白茶”的品牌效益需要进

一步的探索实践。

（四）营销压力较大。在经营主体方

面，龙头企业体量偏小、数量偏少。全市

天目湖白茶最大的产销型龙头企业年销

售额不足4000万元，超1000万元的企业

仅有 7 家，缺乏“航母型”企业来更有效

地联结茶企、茶农和市场。在营销手段

方面，大多数茶企仍停留在原始的自产

自销、产地销售和熟人销售模式上，缺乏

代理销售、连锁销售、网络销售等专业化

的产销联结机制。在经营秩序方面，无

证生产经营、用外地白茶以次充好、恶性

竞争等事件时有发生。

（五）发展后劲不足。产品单一，全

市深加工企业屈指可数，大量的中低档

鲜叶原料、茶下脚料未能得到充分挖掘

和利用，速溶茶、茶饮料、茶保健等产品

几乎空白，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产业链

短，天目湖白茶大多只是作为旅游景点

的补充，茶景、茶苑、茶坊、茶舍等茶旅融

合产品刚刚起步。文化短缺，白茶文化

挖掘不深，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的阶段。

三、良方推动天目湖白茶上新台阶、

创新辉煌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茶业市场，天

目湖白茶亟需在众多的茶叶种类中保

持相应地位；作为“美音溧阳”的载体、

“自在茶香”的实体“金名片”，天目湖白

茶更有提升的必要才能更好地宣传溧

阳。为此，要围绕天目湖白茶打造长三

角知名茶叶龙头品牌的目标，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引导作用、企业的生产经营

主体作用、行业商会的组织规范作用，

坚持高端、精品定位，强化科技支撑，传

播白茶文化，持之以恒地内修品质、外

修品牌，确保稳居全国名优茶行列，使

之更好地成为溧阳的城市名片和文化

符号，与“自在茶香”意蕴相互赋能、相映

成辉。 （下转5版）

关于促进天目湖白茶健康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促进天目湖白茶健康发展的调研报告

天目湖白茶声名远播，溧阳城市宣传品牌“美音溧阳，自在茶香”朗朗上口。很多读者虽然有品饮天目湖白茶的习惯，但对其历史可能不太了解。

前不久，市政协常委会围绕“天目湖白茶健康发展”课题进行了专题协商，形成了《关于促进天目湖白茶健康发展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不仅详细阐述了天目

湖白茶的渊源、发展历程、获得的荣誉等，更深入分析了天目湖白茶的现状，指出了问题，提出了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建议；不仅是一篇指导性、实践性很强的调研文

章，也是一篇知识性、可读性俱佳的科普文章。经市政协授权同意，现本刊刊发这篇调研报告，希望读者们在阅读后更加关心支持天目湖白茶发展，更加爱上溧阳

这座美丽的城市，也热诚欢迎读者们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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