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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 30日电（记者徐慧
玲 李梦楠）天涯海角待明月，一盏清茗
酬知音。12月30日，2023第八届三亚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三亚
文博会）重要活动之一——2023三亚国
际茶荟在天涯海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国际国内品牌茶企、专家学者齐
聚三亚，以茶会友，共促国际国内茶文化
交流，共谋海南茶产业发展新路径。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崖州”系列
活动之一，2023三亚国际茶荟以“丝路茶
语·天涯共叙”为主题，为期3天的活动设
置了茶文化展馆以及主题论坛环节，旨
在打造国际和国内茶叶展示交流平台，
展示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创新成果，
进一步探索“茶+贸易”“茶+文化”“茶+
旅游”的融合发展，推动茶文化传承创
新，提升海南茶产业的影响力。

以茶为媒，品茶论道。作为2023三亚
国际茶荟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当天举办的
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坛邀请了国内茶界
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围绕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理念，探讨共建“一
带一路”及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茶产
业发展思路。

论坛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
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中
国茶叶博物馆馆长包静等专家发表主旨演
讲。在圆桌会议环节，与会嘉宾围绕“在海
南自贸港政策背景下，如何拓宽新时代‘茶
香通道’”话题，为海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
长刘仲华在视频致辞时表示，三亚作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支点城市，特别是
在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
间。并且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岛屿茶叶
产区，茶产业是海南省最具特色的产业
之一，在海南自贸港政策加持下，海南在
发展茶叶仓储、茶叶进出口贸易、茶文化
旅游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王庆认为，在海南自贸港政策扶持
下，海南在吸引外资、茶企进驻、茶叶仓
储、转口贸易、人才引进等方面具有更加
便利的条件。三亚尽管不是传统茶叶产
区，但作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正加快
打造海南自贸港标杆城市，可以依托突
出的交通区位、气候条件和国际影响力
等优势，在提升传统茶叶消费、培育新型
茶饮消费、升级茶叶消费平台、优化茶叶
流通网络、壮大茶叶流通主体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在崖州”组委会副主
任、三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耿表示，
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坛汇聚了国内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期待通过此次活动深入探讨交流，发挥
行业优势、整合行业资源，为海南、为三
亚茶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共同讲好中国
茶故事，推动“三茶”统筹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主办方在三亚
文博会主会场设“三亚国际茶荟文化展示体
验馆”，集中展示国际国内各具特色的茶文
化、茶产品、茶用具等。展览期间还同步开
展了宋代点茶、中华传统文化少儿茶艺展
示、调饮茶品鉴及DIY互动等茶文化体验活
动，让市民游客体验中华茶文化的魅力。

此外，为整合资源、精准发力，赋能
海南特色茶产业做大做强，活动主办方
还将开展海南茶旅文化体验活动，组织
参会嘉宾、展商代表赴五指山参观考察
茶园，体验采茶制茶、品鉴红茶、品尝茶
宴等活动，感受海南雨林茶的独特魅力。

2023三亚国际茶荟由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指导，“中华传
统文化在崖州”组委会主办，三亚智库
（筹）、海南南山茶业研究院承办。

■ 本报记者 余佳琪

石磨轻轻在茶臼中转动、碾压，经过
炙烤的茶叶在一圈圈碾压中变成细末、化
为抹茶。

置茶于盏，沸水点冲。先注入少量沸水
调膏，继而量茶注汤，边注边用茶筅击拂。

“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点茶表
演者罗青娟身着传统服饰，动作轻快、优
雅，一杯杯茶汤伴着她和同伴的吟唱飘
香，捧到正在观赏茶艺的嘉宾们手上。

12月30日，在2023三亚国际茶荟活
动现场，品茶、赏茶、探茶，以及手工炒茶、
茶艺表演等互动体验在三亚红树林国际
会议中心开展，现场嘉宾在探索来自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茶产品的同时，也在阵阵茶
香中体验了中国传统茶艺的魅力。

海南安纳托利亚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土耳其茶叶展商Mehmet Arif Firat在
罗青娟的表演结束后，激动地上前合照。
在这次展会中，他不仅作为展商展示了自
己国家的茶叶，也作为观众近距离感受了
中国传统茶文化。

罗青娟学习了近5年的茶艺，但在这
么多观众面前展示技艺的经历却并不多。

“学习茶艺的过程也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希
望通过越来越多的茶会活动，让更多人体
验、了解中国传统的茶文化。”罗青娟说。

温杯、投茶、润茶、注茶、出汤、奉茶
……不到10岁的隋沐恩早已将泡茶的过

程烂熟于心。在中华传统文化少儿茶艺
展示环节，隋沐恩与两位小伙伴一起为现
场嘉宾观众展示了传统的泡茶技艺，赢得
了阵阵掌声。

“小朋友们太厉害了，居然能把茶泡
得这么专业！”现场观众陈希然一边用手
机录制视频，一边感叹。虽然年纪尚小，
但隋沐恩与同伴们举手投足间已尽显茶
艺师的风范。

隋沐恩的茶艺指导老师、三亚市茶叶
学会秘书长余田介绍，现场表演的三位小
朋友已有近3年的茶艺学习经历。“中华
传统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希望年
轻一代能把它们传承下去。”余田说。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12月 30日，在2023三亚丝路
茶业论坛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原副所长、国家茶产业科技
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鲁成银，向与
会嘉宾分享了新时代背景下，海南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海南有很多差异化优势。”在
鲁成银看来，海南拥有大叶茶种质
资源，地理标志产品五指山红茶具
有“琥珀汤、奶蜜香”的品质特征，热
带雨林也为茶叶生产提供良好生态
环境。“此外崖州文化、黎苗文化等
独特的人文文化，加之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优惠政策，都为发展茶产业
贸易提供了便利。”鲁成银说。

如何把良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鲁成银表示，海南应坚
持守正创新及“茶+”两大发展路径。

这意味着，海南要在茶产业生
产管理的方式、模式等方面破旧立
新；在研究消费需求变化的基础上，
提升产品品质、升级迭代产品、创制
创新产品；加强对五指山红茶、白沙
绿茶等海南茶的精深加工、延链增
效，持续提升海南茶品牌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可以通过业态创新，依靠海南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
源，把茶、旅、文化、康养融为一体，
实现茶产业一二三产联动发展，把
高质量茶旅融合打造成‘三茶’统筹
发展的新名片。”鲁成银认为，“茶+”
在海南仍有众多可能性，通过与贸
易、文化、研学、民宿、展示、节庆、演
艺等业态融合发展，推进茶文化、茶
产业、茶科技“三茶”与旅游全面深
度融合，提升海南茶产品价值。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岛屿茶
叶产区，茶产业是海南最具特色的
产业之一。”12月30日，在2023三
亚丝路茶业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在视
频致辞时表示，在海南自贸港政策
加持下，海南在发展茶叶仓储、茶叶
进出口贸易、茶文化旅游等方面有
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时至岁末，相较我国其他茶产
区仍在过冬，海南多地茶园里已有
茶农挎着茶篓穿梭在茶树间采摘早
春茶。“在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海南一度成为中国优质红茶的重要
出口基地，海南红茶在世界茶叶贸
易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刘仲华认为，海南具有发展茶
产业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生态环境，
海南雨林大叶种茶是制作优质红
茶的理想原料，应发力打造海南雨
林大叶茶品牌，讲好属于海南的茶
故事。

在刘仲华看来，海南茶叶不适
合以面积扩张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
模式，应该走小而精、小而美的差异
化发展之路，做精做优有机茶、早春
茶、冬季茶等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
茶产品。

海南茶品牌众多，大多产自
海南中部山区，其自然风景优美、
人文风情浓郁，旅游资源禀赋绝
佳。刘仲华建议，海南有条件的
市县应做好顶层设计，推动“茶、
旅、文、康”融合发展，以茶促旅、
以文促旅、以旅带茶，推动茶产业
转型升级。

茶产业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
队伍支撑。“海南应充分利用自贸港
人才政策优势，引进和培养一批茶
叶科技创新人才、茶文化传播人才
以及产业技术人才等，为提升茶叶
品质、打造茶叶品牌和传播茶文化
注入活力与动力。”刘仲华表示。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

做精做优茶产品
讲好海南茶故事

国家茶产业科技创新战略
联盟理事长鲁成银：

守正创新
做好“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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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坛上专家学者共话茶产业发展

茶韵悠远漫天涯

千年茶韵 飘香鹿城

专家观点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徐慧玲

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有极其特别
的一席之地。它在蜿蜒的历史长河中，在
千百年的烟波流转里，历久弥新。

在茶叶消费场景日渐多元，茶文化内
涵不断丰富，科技助力茶产业发展的大背
景下，海南茶产业面对怎样的机遇？未来
又应该如何稳步发展？

12月30日，在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
坛上，来自茶产业的专家学者、茶人茶友
共聚一堂，共话未来茶产业发展趋势、推
动茶文化传承创新、提升海南茶产业影响
力，力求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让
新时代“茶香”源远流长。

因茶际会
一片绿叶蕴含悠久历史

因为有文化的加持，茶叶就不仅仅是
一片树叶而已；在众多人心中，茶不只是
解渴的饮品，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

“茶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
商品，承载着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
形象。”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认为，
茶对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作为全国唯一
的热带岛屿茶叶产区，海南气候优势和地
理优势突出，也让海南这片氤氲着清新醇
厚茶香的土地孕育出了独特的采茶文化。

清末《定安县志》介绍，每年清明节前
后，采茶人会成群结队，甚至组成百余人
的队伍进山找茶，白天采茶，晚上就睡在
山里。他们以茶叶散发出来的清香之气
来判断老嫩程度，早间闻到香气，茶叶一
般比较鲜嫩，若是下午3时到5时的茶叶，
就偏老了。

琼岛的茶文化就在种茶、采茶、制茶、
沏茶、品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而文人墨客
的广泛参与，又为茶文化增添了新的韵味。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
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
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苏东坡在海南
所作的《汲江煎茶》，详细描述了取水、烹
茶、饮茶的全过程，细腻的笔法、周到的刻
画，是中国咏茶诗词中少见的佳作。

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陈德新看来，苏东坡、丁谓等人在

海南开展的茶事活动，创作的众多经典茶
诗，不仅是中国茶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也为海南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以茶会友，不仅是今日的论坛。千百
年来，琼崖文人墨客煮茶论道，在杯杯茶
水中、缕缕茶香里，展开了对大自然的探
索以及对哲理的深度思考，在滚烫中沉
浮，在艰难中磨砺，绵延不绝的活水，濡养
了历代琼崖学子，积淀出余味悠长、芳香
四溢的崖州文化历史底蕴。

成长困扰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在何方？

在我国，茶产业一头连着千万茶农，
一头连着亿万消费者。

在清晨走进位于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
村的有机茶园，山峦雾霭的仙境里，茶农正
忙着采摘早春茶。随着当地制定了完整的
生态旅游规划，将茶产业与生态旅游相结
合，以“企业+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动茶产
业发展，让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中国茶产业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
和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通过放缓增速、
微调结构，正在完成茶类消费结构的调整
与升级。”王庆说，在新茶饮、花草茶及茶
衍生品等新消费增长极继续拓展的同时，

“围炉煮茶”“宋代点茶”等茶文化现象也
次第涌现，而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是为中
国茶产业夯实了发展底气。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18个主要产
茶省（区、市）的茶园总面积为4995.4万
亩，同比增加99.31万亩；茶叶产量继续稳
增，全国干毛茶总产量为318.1万吨。

茶产业是富民产业，也是绿色产
业。“过去茶产业发展以种茶、加工茶为
主，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原副所长、国家茶产业
科技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鲁成银说，但
随着产能过剩、劳动力紧缺等问题凸
显，茶农增收、产业增效、可持续发展遇
到瓶颈。

把目光转向海南，海南茶产业规模逐
步扩大之时，同样面临制约高质量发展的
难题。

茶产业是海南最具特色的产业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海南茶便名声在

外。“得益于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海南
茶叶品质独特，发展潜力较大。”王庆说，
但不可忽视的是，海南茶产业发展面临产
业整体规模小、茶园综合管理水平有待提
升以及从业人员数量和整体水平有限等
问题。

群英破题
“小茶叶”做好经济“大文章”

“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一，其传播与传承，需要发动社会各界的
广泛参与。”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包静认
为，促进茶产业发展，不仅要做好传承和
保护，还要与时俱进，旧中见新、新中有
根。

思潮共论，群英破题。当天的论坛
中，嘉宾们聚焦茶产业发展中的痛点、难
点展开热烈交流探讨，让海南的茶香穿越
历史、飘向未来。

“农业生产靠良种，培育优良的种源
是跳出海南茶产品同质化怪圈的重要举
措。”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
陈亮提出，三亚要依托南繁优势，挖掘、保
护和研究海南本土古茶树资源，带动海南
茶产业提质增效，让市场和消费者重新认
识海南茶。

品牌响则产业盛，品牌强则产业强。
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建高质量
的茶叶区域公共品牌。湖南省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包小村呼吁，政府、
行业、企业、茶农要形成整体，政研学产商
联动，集聚所有资源合力打造优质品牌。

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屠
幼英则着眼于“茶科技”建言：“绿意盎然
的茶产业要实现‘长青’，必须厚植于科技
沃土，进而推动和支撑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如何沿着“一带一路”构建全新
的“茶香通道”，推动海南茶业继续扬帆丝
路、香飘万里？

“可以围绕建设‘国际茶文化沉浸旅
游区’‘国际茶叶自由贸易港’两大目标进
行发力。”鲁成银介绍，海南可以依托区
位、政策优势，深入挖掘自然、人文、民族
元素，在茶叶仓储、物流、国际电商、茶文
化国际传播等方面持续发力，重塑海南茶
形象，带动海南茶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

12月30日，第八届三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作为本届文博会重要活动之一的2023三亚国际茶荟现场，身穿传统服饰
的茶艺师展示了中国传统茶艺。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1212月月3030日日，，在在
20232023三亚国际茶荟三亚国际茶荟
活动上活动上，，小朋友们现小朋友们现
场展示茶艺场展示茶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