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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水入壶，
茶叶轻舞，舒展
浮沉之间，汤色
渐渐红亮，馥郁
芬芳萦绕鼻尖。

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响
水镇毛岸村，
“茶三代”李达
敏生于此，长于
此，也传承于
此。从任职国
营茶厂到创立
民营茶厂，他专
注制茶 41 年，
坚守着自己的
茶山、茶厂，也
提升着制茶技
艺。李达敏不
仅是国家一级
评茶师、国家一
级制茶师，还是
海南省首批“南
海工匠”之一。

制茶世家
“茶三代”投身茶业

在五指山南麓，云雾缭绕，山林葱茏，
河流清澈。湿润温和的气候和深厚肥沃
的土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诞生了曾
在国际红茶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的茶场
——国营通什茶场（2003年更名为国营
五指山茶场），不仅滋养着优良的茶树，也
孕育着一代代制茶人。

那里是保亭毛岸，也是李达敏的出生
地。

与茶结缘的一生，是家庭从小种下的
心锚。李达敏出生在通什茶场的一个茶
农家庭，祖父在广东老家以种茶做茶为
生，父亲和母亲都在通什（五指山）茶场从
事茶业工作。“童年就是闻着茶香度过
的。”在茶园里长大的“茶三代”李达敏，自
小对采茶、制茶、品茶耳濡目染。

当时，高中毕业的李达敏就走出了大
山，到外面闯荡。在父亲的建议下，20世
纪80年代，李达敏考入了广西农垦职工
大学茶叶系，系统而专业的学习不仅重塑
了他对茶的认识，也让他坚定了投身制茶
业的初心。大二时，一位国家级制茶大师
制作乌龙茶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茶叶
经过摇青、静置、杀青，反复制作，变得非
常漂亮，这就是制茶的魅力。”回忆起那个
画面，李达敏眼里依然闪着光。

毕业后，李达敏回到通什茶场（今五
指山茶场）工作，一边照顾父母，一边传承
茶文化和技艺。在茶场工作期间，李达敏
吸收和传承了红碎茶的传统制作工艺精

髓，从技术员到生产科副科长，再到厂长，
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
积累了大量的制茶经验与技术。

时间来到1980年代末，做红茶久负
盛名的茶厂要适应市场生产绿茶，但“红

改绿”工艺困难重重。作为技术骨
干，李达敏苦心钻研，最后在以他为
代表的“技术尖兵”的努力下，工艺
有了突破性发展。2002年，茶厂
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杀青
装备，绿茶品质有了质的飞跃，
制出了品质上乘的海南金鼎翠

绿茶，在当年的“中茶杯”评比中
荣获一等奖。

在茶叶的创新之路上，李达敏不
断前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茶。”李达
敏说，毛岸地处雨林之境，生长于雨林
深处的野生海南大叶种，其茶多酚、咖
啡碱的含量较高，是制作红茶的上品。

“海南大叶种滋味协调性好，蜜兰
香尤为突出，但强度稍弱一些，我们发

现同一片雨林中的云南大叶种刚好能够优
势互补。”李达敏说，在尝试多种实验方式
后，研究人员统计得出，两个品种以一比一
的鲜叶原料比例配制茶叶最佳。“这样制作
的茶叶泡出来汤色红艳明亮，浓度强，花香
与蜜兰香交融滑口。”此后，当地茶农在种
茶树时，也常常会将两个品种搭配种植。

创新之路
千锤百炼显茶香

“我希望能让更多人见识到来自海南
雨林的高端红茶。”做好海南大叶种工夫
红茶，不仅是李达敏的抱负，也是他心中
的情怀。2009年，李达敏辞去国营五指
山茶场茶叶加工厂厂长的职务，创办了民
营茶厂，潜心生产大叶种名优工夫红茶。

工夫茶，顾名思义，制作过程需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凝聚着制茶人对品
质的极致追求。从鲜叶采摘到初步加工、
精制加工，再到产品包装，每一个环节李
达敏都亲自把关。

好的原料是一款好茶的基础，对于茶
园的生态环境和茶树的种植方法，李达敏
都有着较为严格的把控。“我们自己的茶园
是荒野茶，茶树是之前人工种植后丢荒多
年的，具有独特的风味和品质。”李达敏说，
如今茶园采用科学管理办法，平时主要施
以羊粪、花生饼等有机肥料来改良土壤。

“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是李达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采摘过后的初制，从萎
凋、揉捻到发酵、烘干，工序无定式。一个
富有经验的制茶师，会根据每一年的茶叶
情况调整制作方法，根据鲜叶进厂时间调
整加工时间和工艺。

就揉捻这道红茶初制工序而言，“我
们的雨林大叶茶一般采用一芽两叶的原
料，要揉捻到茶叶叶肉细胞破坏率高，又
要保证芽叶的完整性，做到‘骨烂而皮不
烂’。”李达敏说，加压时，茶叶要达到手轻
握成团但不流汁，才算是比较合适的状
态。初步加工之后，工夫红茶还要经过进
一步的精制加工。

每到制茶期，李达敏总是扎进自己的
茶厂里，精准地把控每一道工序，让茶叶
的品质、滋味、香气、色泽都达到自己满意
的程度。

壶底，海南大叶种工夫红茶的茶叶外
形条索紧结、色泽乌润，茶汤汤色红艳、明
亮，花香、果香气味浓郁。这是李达敏的
荒野茶——“雨林幽兰”红茶的特性，不仅
外在优雅，内在也丰富深邃，经久耐泡，入
口滋味醇厚爽滑，备受茶客认可。

除了“雨林幽兰”，李达敏的茶厂还研
发推广了“雨后红”“五指雨林”等红茶品
种。今年，李达敏在白茶研发上也有了突
破，一款高品质白茶即将面世。

“在创新之路上，不仅要找对品种、找对
种植地，还要找到适合茶树的山场，就是茶
树生长的微域气候和良好土壤的产区，这两
个因素对茶的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与茶
打了大半生交道，李达敏有着很深的感悟。

传承技艺
用匠心注入灵魂

制茶，是一件充满动态变化的事情，
也是需要保持激情和长久学习态度的一
份工作。如今，年近60的李达敏依旧精
益求精，不断打磨提升做茶技艺。

“不断重复同一个细节千百遍，最终
使这个细节在原来的基础上进步哪怕百
分之一，这是我理解的匠心。”在李达敏看
来，唯有匠心才能为茶注入灵魂，只有专
注才能做出卓越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他
潜心于茶叶生产、研发、推广。

不仅用心做好茶，让茶文化以及制茶
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助力乡村振兴，这
也是李达敏一直在坚守的事。

这些年来，李达敏热心于传授技艺，
不吝分享制茶经验，经常帮助海南各市县
茶企、茶农，指导茶园管理和茶叶生产加
工，并开展制茶技术公益培训课，全年培
训人员平均达到300人次以上，助力打造
企业技术人才队伍和培养社会茶业各类
人才。

“我们的授课模式一般是理论授课跟
实操相结合，会深入到茶叶作坊或车间，
现场教茶农如何制茶，帮助他们将实践和
理论相结合。”李达敏介绍，他自己的茶厂
也成为实操培训的一个地点，“茶文化的
传播和传承需要更多技能人才，我想尽自
己的力量为海南培养更多制茶能手出来，
让我们海南茶叶品牌走向国际市场。”

2019年，李达敏入选海南省首批“南
海工匠”，并在制茶方面开展带徒传技等
活动。多年来，李达敏还常赴青岛、上海
等地，为当地学员讲授茶文化，扩大海南
红茶影响力。

现在，李达敏的孩子也跟着他学制茶，
“他不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但一定要懂。”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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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敏在“2023三亚丝路茶业论
坛”上发言。

李达敏在制茶
前察看茶青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