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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宋韵 世代茶香

余杭径山茶余杭径山茶：：““三茶三茶””融合谱写新时代篇章融合谱写新时代篇章
□本报记者 郑亚楚

说起杭州的茶叶，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西湖龙井，其实，杭州的名茶还有很多。余杭的径山茶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浙江

历史文化名茶，径山茶始栽于唐兴于宋，在宋代被列为“贡茶”，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曾荣获中国文化名茶、浙江十大名茶

称号。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坚持绿色发展，强化品牌意识，推动径山茶走向高质量发展，目前有茶园面积21442亩、

年产量3315吨，产值4亿元以上。同时，由径山茶产业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茶品牌价值达27.34亿元，在茶文化、茶科技、

茶产业“三茶”融合发展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文化赋能：传承茶之“魂”

连日来，在余杭径山镇最热的词，莫过于“径山茶宴”

了。

11月底,“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式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径山茶宴”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荣升

人类“非遗”，径山茶韵再次飘香世界。

在径山，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茶由饮而艺而道、融

茶禅于一味”，径山茶与“禅”有着不解之缘。相传最早的

径山茶，便是由禅僧栽种、在禅寺成长，而后声名远扬。

“径山茶宴”自南宋时期从杭州径山传入日本，日本流行

至今的“茶道”便是源于宋代径山寺内盛行的“茶宴”。

2019年，中国茶圣节期间，中断数百年的“径山茶宴”再次

恢复，张茶榜、击茶鼓……人们又一次领略了径山茶的文

化盛宴。

文化是径山茶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立足于千年禅

茶文化，径山镇坚持茶文化的内在挖掘和外在延伸，不断

扩大径山茶的影响力，提升径山茶品牌，也因为深厚的文

化内涵，径山茶收获了众多荣誉：先后被授予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中国气候生态优品等称号；2017年，径山茶

成功入驻中国茶叶品牌馆，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

会上，古钟牌径山茶荣获金奖。

接踵而至的荣誉让径山茶大放异彩，径山人也积极

讲好茶背后的故事。目前，径山村的微电影系列——《茶

宴的秘密》《跟着径灵子游径山》已完成拍摄并上映。“《茶

宴的秘密》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径山人苦心研究，终使

一度失传的‘径山茶宴’得以重现的故事。这是我们《径

山村的故事》系列电影中的第一部，整个系列共有3部。”

径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俞荣华表示，“我们希望

把径山村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影片的形式展现

给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径山、走进径山。”

文化已成为径山茶传承延续的载体与符号。在径山

镇径山村，人们随处可见一个可爱的萌娃，他身穿蓝色僧

袍，头戴斗笠，憨态可掬，惹人喜爱。“这是径山村的‘形象

代言人’径灵子，茶圣陆羽曾隐居径山，著就举世名典《茶

经》。而陆羽，号竟陵子。我们取其谐音‘径灵子’，代表

径山之灵气，径山茶之禅意。”俞荣华告诉记者，径山镇还

积极打造了“茶小僧”等茶文IP，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打

造“陆羽泡的茶”茶铺，大力推进径山茶文化价值转化为

商业价值。

产业引领：筑牢茶之“基”

一杯好茶来之不易，从种茶、采茶到制茶，每一个环

节都要下深功夫。近年来，以品质化提升和融合化发展

为抓手，径山镇不断提高径山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引领

茶产业升级。

当地出台专项政策，制定了径山镇“共同富裕25条”，

对建设标准化茶园、实施茶园经营规模化、做强龙头企

业、开设径山茶专卖店和开展电商创业等给予配套补助

和奖励，增加茶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两年，我们大力推进茶产业标准化、清洁化、智能

化生产，努力提高茶叶品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余杭区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助力申报大径山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该区累计改造老茶园4000余亩，实施

茶种植、生产销售全链条标准化管理，推广实行“企业+农

户”模式，将50家茶企及155户散户纳入食品生产追溯系

统监管范围。

茶产业蒸蒸日上，产业链条也如茶叶脉络，不断延

伸。今年国庆，以径山寺风景区为核心新建的径灵子乐

园一开园，便吸引了不少游客，周边民宿“一房难求”，农

家乐和民宿产业也随之成了径山人致富的新产业。在乡

村休闲旅游建设中，围绕径山茶文化，径山镇开展各类茶

民俗文化活动，促进茶产业融合发展，举办中国茶圣节、

茶祖祭典、径山茶汤会、禅村喫茶节文旅节庆，每年与游

客相约“径山茶宴”展示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展示传

授径山茶炒制技艺……丰富多彩的茶事活动，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径山，把盏品茗，放松身心。

“目前，径山镇已开发茶园生态游、茶乡体验游、茶事

研学游等主题游线8条，‘径山茶溯源之旅’入选‘春季踏

青到茶园’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全镇实现茶、文、旅有

机融合。”余杭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茶产业的发展也为共同富裕搭建了桥梁，径山村以

茶为媒，与周围双溪村等4个村联合成立了共同富裕联

盟。“通过联盟，我们几个村发挥径山茶的文化、产业优

势，丰富乡村旅游的内容。”俞荣华说，“游客不仅能品尝

到爽口香郁的径山茶，还能参与采茶、制茶等茶事活动，

体验宋代点茶，学习径山茶道，身临其境感受径山茶文化

的魅力。”共富联盟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

科技驱动：激活茶之“源”

如何辨别真假径山茶？如今，径山茶可以用数据为

自己“正名”了。

借助5G技术，径山茶创建了区

块链溯源平台，消费者只要通

过扫描茶叶包装上的二维

码，就可以获取茶叶的

经纬度、生长、采摘、

炒制、包装等供应链

信息。这项技术由

杭州径山茶叶有

限公司开发并在

茶园上应用。该

茶园因此成为杭

州市唯一的 5G 数

字茶园。

“随着生活品质

的不断提升，食品安全

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公

司负责人唐跃武说，“为了保

障径山茶的纯正品质，公司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与浙江大学、浙江移动合作，联

合开展基于‘物联网+区块链’径山茶溯源技术的研究，建

立视频可追溯系统，初步实现了‘互联网+茶叶产品+追

根溯源’。”

数字科技赋能茶产业发展。唐跃武告诉记者，如今，

在径山茶园里，装有用太阳能供电摄像头，可采集茶园温

湿度、PM2.5值、光照强度等环境数据；在茶叶加工车间，

茶叶采摘、炒制、包装等信息，由人工上传或摄像头自动

获取，所有数据通过物联网传至云服务器存入区块链“账

本”中，确保数据不可篡改。茶叶包装上的二维码被扫描

次数，也会被记录，防止二维码被复制假冒使用，确保质

量追溯系统的可信度。

与此同时，还通过研发驱动，推动径山茶产业化可

持续发展。记者了解到，径山镇通过改良南宋抹茶工

艺，已实现抹茶年产量 600 余吨，形成径山绿茶、红茶、

抹茶三茶发展齐头并进的局面；针对年轻人需求，还鼓

励企业开发奶茶、冷泡茶、茶小酥、绿茶面膜、茶精油等

茶叶衍生品，为径山茶产业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研制出的一款抹茶，倒进水里摇晃9秒就能享用，

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需求。”浙茶集团九

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高静说。该公司建立了集

茶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茶旅及产、学、研于一体的

特种茶中心，已开发出抹茶拿铁、抹茶雪花酥、抹茶软曲

等抹茶系列产品。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第一因素。为传承传统的茶技茶

艺，径山镇还积极培育茶产业新农人，规范径山茶的摊

青、杀青、揉捻、烘焙等炒制步骤，先后对50家茶企和84

名茶农开展培训，以老带新、熟带生培养一批民间炒制茶

叶能手。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种茶、制茶“土专家”被茶

企、合作社或其它社会组织聘用服务茶农，成为茶产业致

富带头人，如今，当地的茶叶技术入户率达95%以上。

径山茶园径山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