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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我和茶打了40多年交道，深刻认识到，想发展好茶产
业，必须要找准特点、提升品质、做强品牌。”2023年12月30
日，在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坛上，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研究员、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原所长包小村同与会嘉宾共
话茶品牌建设，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中国是世界茶产业的原产地，但是中国茶叶品牌
建设与产业地位不相称，主要表现为“产业大而品牌不强”、产
区品类品牌强，消费品牌弱、世界知名品牌不多等。

囿于品牌困局的中国茶叶如何突围？在包小村看来，一
定要做好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的内涵丰富。从企业品牌定位来说，可以选择
大而强、小而美两条道路，大而强要求企业必须有超强的组织
能力，小而美则必须本土化。”包小村进一步介绍，企业要做好
种植、初加工和“精加工+品牌”“流通+零售”等产业链定位，
以及原叶、茶饮料、粗加工产品等产品定位。

“作为一个产业来说，企业有企业的品牌，产业有产业的品
牌，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抓公共品牌。”包小村说，打造茶叶区域
公共品牌，政府应做好组织者、规划者、推动者、服务者。同时，
政府、行业、企业、茶农等要形成整体，政研学产商联动，集聚所
有的资源合力打造品牌建设，让小品牌强起来、老品牌亮起来。

数字化浪潮下，科技赋能正在为中国茶产业发展带来更
大发展空间，茶科技和茶文化赋予了茶产业新的活力和机遇，
引领中国茶产业进入品牌化发展的新时期。

“茶产业发展中，也要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同科技、文化的
联动。”包小村坦言，品牌建设既要提升茶科技的硬实力，也要
发掘茶文化的软实力，以高品质、高标准、高科技讲好中国茶
故事，才能打造“叫得响”的世界一流茶品牌。

（本报三亚1月1日电）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包小村：

茶产业品牌建设要“软硬兼备”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2023年12月30日，在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坛上，中国
茶叶博物馆馆长包静以“以茶会友讲好中国故事，甘传天下彰
显文化自信”为主题，结合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探索茶旅融合之
路的经验，分享推动茶文化传承创新的思考。

茶文化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历史
悠久。茶文化里以茶敬客、以茶敦亲、以茶睦邻的内涵，在历
史上被多个国家和民族吸收、接纳。”包静说。

值得一提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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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
国茶产业夯实了发展底气。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茶文化的传播与传承，需
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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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主动走出去，为外国友人打开一扇了解中国传统茶文
化精华的窗户，让茶文化在互相交流中成长壮大，获得崭新的
生命力。”包静举例，近年来，中国茶叶博物馆通过茶专题陈列
展示、学术研究、科普宣传、非遗保护、国际交流、培训体验等，
以茶为媒联结古今中外，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一
扇窗。

同时，中国茶叶博物馆已形成以五大常设展览为基础，以
临时展览和巡展为抓手的展览体系，不断探索尝试新的展览
主题和形式，为观众带来新鲜的观展体验，全面而细致地弘扬
传播茶文化。 （本报三亚1月1日电）

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包静：

以茶会友讲好中国故事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2022年我国茶园面积4999.5万亩，占全世界茶园面积
的64%左右。”2023年12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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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三亚丝路
茶业论坛上表示，2022年，海南全省茶园面积3.56万亩，同比
增长6.19%，干毛茶总产量844.6吨，同比增长5.58%。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多地探索推动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发展，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

“我国一直是绿茶大国，绿茶总产量持续增长，红茶跟
黑茶的生产也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态势。”王庆认为，海南
主产绿茶和红茶，大叶茶种质资源丰富，热带雨林大叶茶在
世界茶产业当中很有名气。此外，海南建立了国家红茶出
口基地，五指山、白沙、琼中、儋州、定安、澄迈、保亭等地都
是茶叶重要产区。

五指山红茶汤色明亮，具有奶蜜香，其作为地理标志产
品，备受消费者青睐。近年来，我省着力发挥比较优势，以推
广五指山红茶等产品为核心，探索发展特色茶产业。

“海南茶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茶叶生长地理位置特
殊，生长地常年湿热、品质独特。此外，独特的文化、海南自贸
港优惠政策，也为海南茶产业发展提供助力。”王庆认为，海南
可注重加大科技投入，探索研发健康、时尚的茶产品，不断提
高资源利用和产品生产效率；在研究消费需求变化的基础上，
持续提升五指山红茶、白沙绿茶等经典茶产品的品质，升级迭
代产品、努力创制新品；全力做好“茶+”的文章，在“茶＋贸
易”“茶＋文化”“茶＋旅游”“茶＋研学”“茶＋民宿”“茶＋体
验”等文旅融合方面持续探索，以发展新业态推动茶产业提档
升级。

王庆表示，海南需避免同质化竞争，着力培养具有一定规
模和能力、以标准化为核心、实施工业化生产模式的龙头茶
企，稳定产品质量和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品牌赋能、文
化铸魂，促使各方共同发力抱团发展，加大海南茶叶出岛销售
力度，不断提高市场知名度。 （本报三亚1月1日电）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

建议海南全力做好“茶+”文章
连日来，2023三亚国际茶荟文化

展示体验馆内香气四溢，白沙绿茶、五
指山红茶等海南本土佳茗被摆上展
台，备受关注。

“这茶味道醇厚，我想带些回去给
家人尝尝。”黑龙江游客陈先生品尝了
几杯白沙绿茶后，很快便下单了两盒。

茶源自于中国，传播于世界，既
是全球同享的经典饮品，也是承载历
史和文化的“中国名片”。在琼岛，悠
悠茶香已绵延千年，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更是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海南
茶”。

如何不断拓宽市场、擦亮品牌，
让“海南茶”飘香世界？在2023三亚
国际茶荟最重要的一项活动——
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坛上，这一问题

备受关注。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海南

一度成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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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远销欧美
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时代，海南应抢抓建设自贸港
这一历史机遇，推动茶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
大学校长刘仲华表示，海南具有发展
茶产业的地理优势和生态优势，其中，
独有的热带雨林大叶种茶是制作优质
红茶的理想原料。海南应强力打造海
南热带雨林大叶茶品牌，讲好属于海
南的茶叶故事。

“海南茶产业大有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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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认为，当下海南可以做好“茶+”这篇
大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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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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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海南着力培养本土龙头茶企，提高
市场占有率，推动行业共同发力，促进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一级制茶师、三亚市茶叶学
会会长李达敏表示，海南在树立本土
茶品牌，讲好本土茶故事的同时，要学
会应用茶科技，多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与时俱进推动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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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佳琪

白云缭绕，碧峰耸立，位于五
指山市水满乡的鹦哥景红茶园种
植基地风光旖旎，道路旁漫山遍
野生长的大叶茶树，吸引着一群
特殊的客人“循香而来”——

日前，参加海南茶旅文化体
验活动的2023三亚国际茶荟参
会嘉宾、展商代表来到这里，通过
参观茶园、品茶鉴茶等，体验海南
热带雨林大叶茶的独特魅力。

现场，海南鹦哥岭景红茶叶
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负责人陈风帆
指着几棵远超“平均身高”的茶树
说：“那是几棵有着300多年树龄
的大叶茶树，另一边是几棵‘野蛮
生长’的野生茶树，我们都一直保
留着。大家可以观察看看。”

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屠幼英行走其间，轻轻摘下
一片嫩叶。一番观察后，将嫩叶
放进口中咀嚼。

“鲜甜”，这是她对五指山大
叶茶的第一感受。顺着木梯向茶
园上方攀爬，屠幼英又分别摘下
两次嫩叶，一次口感偏涩，一次口
感却比第一次更加鲜甜。

在屠幼英看来，三次不同的
口感体验，意味着这里的大叶茶
树品种有变异。在之后的制茶过
程中，三种口味不同的茶在一起
制作，茶的口感会非常丰富。

走进水满乡茗兰舍茶庄，第一
批早春茶已被摆放在茶桌上，等待

专家们的评判。海南椰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麦福炳介绍，
这些茶有大叶种红茶、绿茶等。

屠幼英在品茶后发现，原本白
色的陶瓷茶杯内壁，附着上了一层
明显的“金圈”，“这说明五指山大叶
种红茶的茶黄素含量比较高。在今
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抓住这一
特色，将海南的茶叶推广出去。”

“红茶口感鲜香，白茶口感清
爽、甘醇……海南的茶叶品质不
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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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海南有丰富的热带雨林大叶茶种
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崖州
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等。

在鲁成银看来，一般地方的
产茶季节只有春、夏、秋三季，但
海南能够做到春、夏、秋、冬四季
产茶。无论从种质资源，还是自
然生态环境，海南发展茶产业有
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报五指山1月1日电）

2023三亚国际茶荟参会嘉宾、展商代表到五指山水满乡品茶鉴茶

寻原生态滋味 探特色化之路

共品茶香、
共商茶事、共叙茶
缘。1月 1 日，以
“丝路茶语·天涯共
叙”为主题的2023
三亚国际茶荟在鹿
城落幕。

作为“中华传统
文化在崖州”系列活
动之一，为期3天的
2023三亚国际茶荟
共设置茶文化展馆、
主题论坛等，邀请众
多来自国内外的茶
领域权威专家学者、
茶企代表深入探讨、
建言献策，并通过
举办茶旅文化体验
等一系列重点活
动，进一步助推海
南茶叶产业升级、
文化交流和合作
提质。

除了海南本土茶叶，2023三亚国
际茶荟文化展示体验馆还集中展出了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以及土耳其、斯
里兰卡、波兰、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特
色茶产品、茶文化。

海南安纳托利亚实业有限公司经
理Mehmet Arif FIRAT带来的参展
商品是土耳其茶叶，他十分喜爱中国
传统文化，并在海南定居了8年。

“土耳其的茶文化源于中国，经过
长时间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冲泡方

式，并在欧洲流行开来。”Mehmet
Arif FIRAT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
会，以茶为媒，向大家介绍土耳其茶文
化，促进文化交流。

现场还举行了茶艺表演、斗茶、手
工炒茶等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
体验了世界各国的茶文化魅力。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陈德新表示，此次活动搭建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外展示海南乃至
我国茶业的总体情况，有力促进我国

与世界各国茶文化交融互鉴。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日报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蔡葩则表示，海
南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最显
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海南的东坡文化。

她表示，作为精于茶道的资深茶人
和茶文化专家，苏东坡在海南开展了大
量的茶事活动，传递了有关茶的诗词歌
赋，为海南留下了丰厚的茶文化遗产，

“海南可以充分利用这笔不可多得的文
化遗产，以文化推动茶产业升级。”

三亚丝路茶业论坛结束后，活动
组委会组织参会嘉宾、展商代表赴五
指山市水满乡，开启了一场文化体验
之旅。大家参观茶园、采茶制茶、品尝
茶宴，深度体验海南雨林大叶茶的独
特魅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在海南，热
带雨林大叶茶的茶树资源分布广泛，
产茶制茶历史悠久，其中，五指山水满
乡核心产区茶青品质极佳。

“水满乡的酸性砖红壤土层深厚
肥沃，富含铁、铝等多种矿物质，加上
独特的气候，有利于茶内有机物质的
形成，成就了海南水满乡的热带雨林
生态纯净好茶。”在水满乡鹦哥景红茶
园，海南鹦哥岭景红茶叶有限责任公
司商业负责人陈风帆说。

广东鸿雁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
海涛现场端起茶杯，品尝了一口热带
雨林大叶茶，“滋味清甜鲜爽，带有一
股甜蜜的香气，很不错。”说完，他将杯
中的茶一饮而尽，“非常期待后面能够
有机会合作，让更多人品尝到来自海
南的特色茶叶。”

交流合作、互惠共赢，同样是本次
活动的重点。一众企业代表在2023
三亚国际茶荟上寻合作、谋发展，广东
日川茶叶有限公司大区经理李汉斯就
是其中之一。

这次，李汉斯带来了公司的金牌
产品——鸭屎香茶叶。“你闻一闻，这
款茶有着淡雅的果香和花香，喝下一
口，滋味醇厚，余味悠长。”李汉斯说，
希望通过参加本次活动，进一步开拓

海南市场，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好茶。
“接下来，我们计划将斯里兰卡的

茶叶种子引到三亚，谋划茶产业发展
新路，同时充分利用三亚气温适宜茶
储存的气候优势，用好旅游市场开拓
茶产业市场，将三亚建成国际化的茶
叶储存基地和交易中心。”“中华传统
文化在崖州”组委会副主任、三亚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耿说，在海南自贸港
建设背景下，三亚茶产业的未来值得
期待。

刘耿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推
动合作共赢，培育三亚及海南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欢迎国际国
内茶界专家学者、品牌茶企到三亚开
展茶叶相关研究、投资兴业。

（本报三亚1月1日电）

沏好融合发展的“海南茶”

呈现多元文化的“国际茶”

端上深化合作的“共赢茶”

■ 本报记者
刘杰 余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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