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绍兴市在做大做强茶产业过程中，注重

示范引领，坚持合作共赢，强化源头管控，通过实施

品牌战略行动、品牌统管行动、品牌推广行动，聚能

周边业态、旅游业态、文化业态，实现品牌强茶、品类

活茶。

目前，全市有茶园面积62万亩，茶产业从业人数

达 49.3 万余人，2020 年茶叶总产量 4.06 万吨、产值

33.44亿元，茶叶出口量占全省三分之二、全国三分之

一；拥有“大佛龙井”“平水日铸茶”等4个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其中3个品牌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茶产

业俨然成为该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虽然绍兴市在高质量发展茶产业上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但也面临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茶资源总体利用率不高。全市茶叶产值主

要来源于名优绿茶（占85%），夏秋茶资源利用率低；

抹茶、红茶等新兴茶类和加工品产值比重不到10%，

从事茶叶精深加工和衍生品开发生产的茶企还不

多，茶叶产业链较短。

二是茶产业低小散问题较为突出。该市茶业经

营主体普遍规模较小，缺乏规模龙头企业引领，全市

名优茶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的茶企仅2家，集中连

片面积在100亩以上的茶园仅101个。尽管该市培育

了像“大佛龙井”“越乡龙井”“绿剑”“平水日铸”等一

批区域性名优茶品牌，但与国内顶尖品牌比，影响力

仍存在差距。

三是国际贸易壁垒风险始终存在。该市珠茶年

出口量虽占全国珠茶出口总量的80%，但受贸易壁垒

影响，出口市场主要局限于非洲等中低端市场，出口

单价较低，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

四是专业从业人员缺乏。懂茶园管理、生产加

工、营销策划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同时，采

摘人员日益紧缺，大部分从业人员年龄偏大，制约茶

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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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绍兴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思考

推进绍兴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供给侧入

手，改变传统单一、低效供给模式，推进全业态、多元

素、广覆盖供给，实现由卖茶叶向卖文化、卖风景、卖

科技方向转变拓展。在保证茶叶品质、安全、口感的

前提下，通过科技引领、业态延展、品牌打造等手段，

激活和提升产业附加值、溢出率。

首先，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提升竞争力。一是

与国家级茶叶科研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围绕茶

树新品种引种、智慧茶园建设、茶叶新产品开发等，

开展战略合作，提升各科研机构在嵊州茶树良种基

地、柯桥茶产业聚集区、绍兴抹茶等精深加工领域的

科技引领、产业对接和技术指导的层次和频率。二

是厚植抹茶产品的先发优势。支持龙头企业应用现

代化加工技术，开发生产抹茶产品，支持茶园（场）、

合作社、茶农按标准建设抹茶原料基地，打造全国最

大的抹茶生产和原料基地。三是加大新技术、新成

果开发利用。支持龙头企业开展茶叶精深加工，加

快茶药、茶胶囊、茶保健品等科研成果转化，拓展茶

叶多种功能，提高茶叶综合利用率。

其次，要以基础建设为抓手，赋能产出力。一是

夯实“美丽茶园”建设基础。坚持推广良种良法，提

升茶园绿色精准防控和茶叶安全生产水平，加强茶

园集雨喷灌、防霜冻、防病虫害等基础设施建设，深

入推进低温气象指数保险，探索开展茶园冻害个性

化保险、茶园作业人员人身意外保险等险种，增强产

业综合基础能力。二是全面推进茶叶领域“机器换

人”。支持茶叶加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加快茶机具

在茶叶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的装备应用，尤其是

加快名优茶采摘机械的引进和推广。三是促进茶旅

融合发展。引导各县（市、区）加强自然景观、人文历

史和茶业资源开发利用，打造特色鲜明的茶乡旅游

精品线路，避免同质化发展。

第三，要以文化品牌为内核，扩大影响力。一是

研究确立茶产业传承发展新理念，提炼深化“绿色茶

都”“品质茶都”“越茶行天下”等经典内涵，进一步构

建形成系统性的阐述和目标发展体系。二是依托绍

兴山水、人文、历史底蕴，在挖掘、传承绍兴茶文化基

础上，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形成具有绍兴特色的茶叶

区域公用品牌矩阵。三是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

精心组织参加各类国际、国内茶叶博览会、节会活

动，提高绍兴茶博会的档次和影响力，增强龙井茶越

州产区管理能力，统筹宣传茶叶品牌，不断提升品牌

知名度。

第四，要以主体培育为保障，增强内生力。一是积

极引导茶园承包经营权流转。引导茶农采取股份合

作、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规

模经营，提升集聚功能、深化美丽田园创建；支持茶叶

企业与专业合作社、茶农合作，有序推进茶产业专业化

分工，构建茶农生产鲜叶、茶厂规模加工、企业品牌营

销的良好格局。二是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鼓励茶

业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和控股组建大型茶业

集团，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均享”的要求，与茶场、农户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发挥联接力、带动力。三是强

化人才培育。加强茶业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引进培

养，支持本地高校加强茶叶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完善继

续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鼓励建立校企联合办学、合作

培训、教育实习实训基地等长效机制，支持开展国际、

国内茶艺交流和技能竞赛，培养一批高素质茶叶专业

人才。

作者单位：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李燕翔来稿说，眼下，各级各部

门按照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要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下乡支

农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现实

中也不同程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有些人下乡后干活没力气，宣

讲技术没底子，送钱送物没实力，不

但帮不了什么忙，反而给乡村工作

造成负担。下乡支农是一项涉及方

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因此，组建一支

体质好、懂政策、会支农、作风硬的

出色支农干部队伍势在必行。

“体质好”，就是要选调那些年

富力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机关

干部下乡支农，他们下乡开展工作

有精力、有能力、有朝气，遇到难题

脑子灵、办法多，很快就能进入角

色。“懂政策”，就是通过系统培训，

使下乡支农干部能够灵活运用“三

农”政策，既能大胆创新，又会立足

实际。“会支农”，就是通过有针对

性的培训，提升下乡干部支农的工

作能力和乡村工作业务水平，能针

对农村的不同情况精准施策，采取

不同的方法“把脉”式问诊，“点穴”

式帮促。“作风硬”，就是通过教育

引导，激发广大下乡干部的工作热

情和奉献精神。下乡支农干部要

自觉树立攻坚克难能打必胜的工

作作风，真正深入到基层，贴近农

民群众，苦干支农、务实支农、真情

支农。

“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

决定因素。”有了出色的支农干部队

伍，下乡支农工作才会出彩。

助力乡村振兴
出色才会出彩

破解工程“欠薪”
要从源头抓起

童其君来稿说，近年来，为维护

农民工合法权益，国家加大了对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整治力度，社会上

因此出现了一些“搭车现象”，即本

来发包方拖欠的是工程款、材料款

等，为了要到这些款项，有的劳务公

司以讨要工资为由讨要工程款等其

他款项，由此导致欠薪纠纷很难破

解。

笔者认为，为让付出辛劳和汗

水的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应有的

报酬，必须从源头抓起，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首先，要完善项目资金

保障制度，确保建筑工程开建时资

金 100%到位；同时，建设单位也应

建立工程款支付保证金制度，规范

项目资金管理，坚决做到专款专

用；除预留不高于3%的工程质保金

外，施工单位的进度款应全部予以

支付，以保证施工企业有足够的资

金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材料款

等。其次，作为建设工程发包单位

的甲方，必须履行义务，监督每一

笔工资款项顺利汇入农民工个人

账户；有关部门应及时发现并纠正

劳务公司的非法用工行为，依法给

予相应行政处罚。只要大家共同

努力下，多年的欠薪“顽疾”终将得

到根治。

□张剑 赵戊辰

茶叶是我省十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绍兴市作为浙江传统产茶制茶大市，近年来持续做深茶叶“品”字文章，坚持品质兴

茶、品牌强茶、品类活茶，在推进茶产业高质高效上趟出了一条新路。随着消费升级、健康理念提升，居民对茶叶需求也日益

呈现出高端化、多样性趋势。如何更好地满足百姓对茶叶消费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推动茶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绍兴

市下一步推进茶产业高质高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绍兴茶产业基本情况及面临的困难

绍兴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来稿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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