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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也蕴藏着机遇。

这个春茶季，长兴的茶企和茶

农们也在积极求新求变，在疫

情之下突破重围，转“危”为

“机”。

茶山、加工厂、自家店铺、

茶叶市场……从3月初开始，

卢成童几乎没睡过整觉，困了

就在车上打个盹。卢成童说，

茶叶这个行当有个很经典的说

法，叫“同等价格比品质、同等

品质比价格”。由于今年茶叶

减产，为了保质保量，卢成童需

要打更多电话，联系更多的茶

农收茶叶。不过，他已经尝到

了短视频社交平台的“甜头”。

他告诉笔者，自己开了一个抖

音号，时常发一些发生在自己

茶叶店里的有趣故事和搞笑视

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还有

不少人私信下单。“这也是一种

新的推广模式，值得尝试。”卢

成童说。

林瑞满告诉笔者，为了减

少疫情给销售带来的不利影

响，今年省农业农村厅和浙江

大学的专家专门前来指导企业

改进生产模式，规范茶园管理，

尽量延迟后续品种开采上市时

间，延长紫笋茶等名优茶生产

期，提高茶叶品质，提升生产效

率。“今年茶场的采摘期从3月

上旬一直持续到5月上旬，整

整有两个月，把采摘期拉长，我

们就更有赚钱的商机。”

章健除了是长兴鸿翁生态

茶叶工作室的负责人，还是和

平镇滩龙桥村茶产业联盟会的

秘书长，为了增强村里茶叶的

市场竞争力，今年，他正在逐步

实施茶叶振兴“三部曲”：统一

品牌包装、规范生产过程以及

制定加工工艺标准。“今年我们

敲定了统一的品牌包装，申请

了‘江南白茶第一村’的包装设

计版权。”章健说，只有茶农们

联合起来“抱团取暖”，才能走

得更稳更远，如今村民们的品

牌意识正在加强，这是一个良

好的开端。

这个春茶季，长兴茶产业

还积极与互联网接轨，试水“隔

空”销售，并取得了不俗成效。

如举办“紫笋茶文化节暨纪念

紫笋茶进贡1250周年”直播活

动，邀请网络达人直播品茶，观

看人数近63万，带动茶产品销

售85万元。同时，当地还依托

“长兴鲜”农产品销售平台，网

络直播推出紫笋绿茶、紫笋红

茶、紫笋饼茶、紫笋小红柑等紫

笋茶系列产品，带动长兴紫笋

茶销售超80万元。

“长兴是陆羽撰写《茶经》

的所在地，茶产业拥有丰厚的

历史底蕴和优良的自然条件，

只有在行走中思变，在思变中

前进，长兴茶产业才能不负盛

名。”长兴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责人如是说。

郭威

生产主体主动求变，长兴茶产业危中寻机

采 摘、入

篓、装盒……5

月 15 日，兰溪

市马涧镇下杜

村的杨梅山上

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穿梭在

大棚里，不一会

儿的工夫就摘

了满满几筐。

当天，兰溪大棚

杨梅“抢鲜”上

市。

当天开摘

的大棚黑炭杨

梅比露天杨梅

提 前 15 天 上

市，精品杨梅的

批发价格为每

公 斤 120 元 。

由于成熟时间

早、口感好，深

受消费者青睐，

呈现供不应求

态势。

大棚内，紫色的杨梅压弯枝头，

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在绿叶的簇

拥下格外显眼，色泽鲜艳、汁多味

美，引得游客边摘边吃。“口感很好，

特别甜，吃完回味无穷。”来自武义

的游客王菲菲特意起早赶过来尝

鲜。

据介绍，这片杨梅山共种植杨梅

200亩，其中大棚杨梅有120亩。前

期的精细化管理，加上今年气候适

宜，大棚杨梅的单个重量和糖度都远

超往年，精品率几乎提高到了90%，

产量能达7万公斤。

看着挂满枝头的果子，杨梅山负

责人陶奉源乐得合不拢嘴：“采摘第

一天就已经有很多客户打电话过来

询问购买了。”陶奉源告诉笔者，这两

天杨梅园的日产量都在3000公斤左

右，客户主要来自兰溪本地和周边县

市。

作为全省杨梅主产区，目前兰溪

杨梅种植面积达7万亩，年产量2万

多吨，年产值2.6亿元以上，其中，大

棚杨梅800多亩，居全省第一。

蒋宇欣 胡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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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减少产值增长

长兴茶产业主动求变化“危”为机

这个月上旬，长兴结束了今年的春茶采摘季。茶产业是长兴县的农业主

导产业之一，但今年，长兴茶产业开局并不顺利。首先是不利天气和虫害影响

导致全县茶叶产量减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又造成茶叶销售受阻。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日前出炉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长兴春茶采摘面积

14.5万亩，总产量2450吨左右，同比减产5.3%。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通过创

新销售手段、改进生产模式、加强品牌培育等方式，当地茶产业在逆境中强势

突围，春茶一产产值达到13.4亿元，同比增长5.5%。

干旱低温虫害等不利因素导致茶叶减产

“先是去年秋冬连续干旱，

今年3月茶叶进入采茶期后又

经历了几次霜冻，茶叶总体减

产还是较为明显的。”长兴和平

镇横山坑茶场负责人告诉笔

者，“往年一天可以加工500公

斤左右的青叶，今年只有300

公斤左右。”

和长兴和平镇大面积种植

“白叶一号”不同，长兴水口乡

的紫笋茶种植区土层较厚，同

时“鸠坑”系和“浙农”系品种抗

旱性较好，所以受干旱影响较

小，但减产现象仍然存在。“大

概减产了四分之一。”长兴大唐

贡茶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瑞满告

诉笔者。

而茶叶出芽时的病虫害

则更是让茶农们措手不及。

和平镇红山村党总支副书记

李阳告诉笔者，3月上旬左右，

当地一些村民反映自家茶山

上出现了一种虫，专挑嫩芽

吃，白天找不到，晚上才出来

活动，等到大家重视时茶树已

受到了严重侵害。后经农技

专家鉴定，是一种名叫“银尺

蠖”的虫子在作祟。但由于发

现时已是茶树出芽期，无法再

喷洒除虫剂，因此不少农户损

失不小。

疫情导致销售受阻，紫笋茶却困境“突围”

“受疫情影响，经济大环

境不景气，很多企业原本想

预定的礼品茶都压缩了预

算，茶馆不开门或者开门也

是生意冷清，还有不少公司

将办公用茶降档。”长兴和平

镇白茶街中盛茶行老板卢成

童告诉笔者，“终端客户需求

少了，花在茶叶上的支出少

了，连带影响到我们茶行的

生意。”

采访中不少茶农表示，今

年春茶刚开采那段时间的青叶

价格偏低，一般都在300元每

公斤以下，而往年第一批青叶

价格能卖到 560元每公斤左

右。

不过对于长兴紫笋茶来

说，随着近年来知名度的提升

和茶企生产水平的提高，价格

也随之“水涨船高”，价格上涨

幅度基本能和减产导致的损失

拉平。“特级紫笋茶每公斤最高

可以卖到6000元左右。”林瑞

满告诉笔者。

长兴龙山街道梅山坞茶场

负责人顾良成也表示，这两年

政府带队跑各类茶叶展销会、

博览会，打出紫笋茶品牌，积累

了不少客户，疫情期就有了回

报。今年他茶场的紫笋茶价格

比去年还高了10%—20%，高

端茶例如特级紫笋茶和特级紫

笋 红 茶 同 比 涨 幅 15% —

20%。“今年由于采茶初期下

雪，一些茶叶采摘下来品相不

是很好，这部分茶叶可揉捻加

工成红茶，也很受客户欢迎。”

顾良成说。

长兴茶企加工紫笋茶长兴茶企加工紫笋茶。。 常常敏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