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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三茶”统筹发展推进会在松阳举行

加快构建茶经济发展新格局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3月30日，由农业农村部主办

的“健康溧水杯”第六届全国农村创业创新

项目创意大赛总决赛落下帷幕。我省农创

客、浙江力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海江的

《乡村数字认养平台》项目斩获总决赛平台

服务类一等奖，这是历年来我省取得的同类

比赛最好成绩。省农业农村厅获大赛最佳

组织奖。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去年8月，我

省启动“建行杯”第六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

新大赛，经层层选拔，最终《乡村数字认养平

台》等四个项目代表我省出征全国总决赛。

本届大赛以“电商伴产业腾飞 创业助乡村

振兴”为主题，旨在通过挖掘展示农村资源

要素融合创新的新模式、新形态，为优秀项

目和人才搭建成果展示平台、励志故事讲

台、创意比拼擂台，为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造新引擎。

比赛现场，专家评委从项目的产品服务

质量、创新性、成长性、竞争力、核心团队、商

业模式、可持续发展、联农带动等多个方面

综合打分。我省农创客陈海江的《乡村数字

认养平台》项目，最终一举夺得平台服务类

冠军。我省其他参赛项目也均获奖。

《乡村数字认养平台》项目，通过创新打

造以数字化技术推动农文旅融合的商业模

式，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

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以认养模式为核心，依

托前沿技术及数智化运营，赋能农产品“上

行”及游客“下行”。项目聚焦乡村产业振兴

需求，充分挖掘认养地区的核心农产品资源，

以“认养一亩水稻田”“认养一亩茶园”“认养

一箱蜂”等为抓手，精准对接生产端与消费

端，让“城市消费者少花钱、乡村农民多收

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民共同富裕。

我省农创客勇夺
全国农村“双创”大赛冠军
创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3月28至29日，全省夏粮重大

病虫防控工作部署暨植保植检体系队伍建设

推进现场会在乐清市举行。

会议要求，力争今年主要农作物重大病

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统防统治覆盖

率在45%以上，绿色防控覆盖率在55%以上，

农药使用强度持续下降，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率在91%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省将重点做好重大

病虫害防控工作，围绕部、省“虫口夺粮”保丰

收行动实施方案和种植业“两稳两增两提”的

总体要求，做好“六个强化”：强化专业防治，

推进统防统治整建制发展，建立健全“2+1”

统防统治服务体系，建立50个水稻整建制统

防统治镇；强化技术引领，推进绿色防控扩面

提质，加快绿色防控示范区由粮油作物向经

济作物扩面，建设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区150

个；强化理念革新，推进作物健康小镇建设，

各设区市至少选择1个基础条件好的乡镇或

园区开展试点；强化防治指导，保障病虫防控

实战实效，重点抓好水稻二化螟和小麦赤霉

病防控；强化检疫监管，推进红火蚁等疫情阻

截防控工作；强化数字赋能，推进病虫监测

防控智能化，加快“植保服务在线”迭代升

级，推进统防统治数字台账建设。

全力保障夏粮安全

我省打响“虫口夺粮”
保丰收第一战

（上接第1版）

而茶树的“黑暗旅程”，实际上是挡阳遮

阴覆盖的茶园栽培方法。早在宋代的《大观

茶论》中就有记载：“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

阴”。抹茶现代栽培工艺亦是如此。茶农们

通常会在谷雨前20天左右，对茶园实行大棚

遮阴覆盖，促使茶叶叶绿素和氨基酸类物质

含量升高，维持较好的鲜嫩度，使得抹茶翠

绿鲜嫩。而茶树由于避免了阳光直射，降低

了茶多酚的含量，降低了苦涩度，茶汤更为醇

和。

创新提质，抹茶揭秘“喫茶”由来
除了品种选育与种植方式的不同，在采

收与加工上，抹茶也与我们日常饮用的散茶

有着很大区别。散茶靠冲泡饮用，为求保留

叶片的完整度及炒制后的茶味留存，以手工

采摘、手工炒制为上品。抹茶却不然，从采收

到加工，全程机械化作业完成，几乎能够百分

百保留叶绿素、儿茶素、膳食纤维、脂溶性茶

多酚等营养元素。

抹茶虽也为饮，但其本质是将茶叶研磨

后，全数“吃”到了肚子里，这才有了“一杯抹

茶等于三十杯绿茶”的说法。如此看来，在古

代，茶确实是吃的。所以，古籍中将饮茶写作

“喫茶”。

在抹茶制作的众多工序中，碾茶研磨是

关键。“细腻度越高，口感越好。”董俊杰介

绍，“抹茶国标中要求粒径≤18 微米，相当于

800目以上。目前，九宇公司的碾磨细度能达

到800—1200目左右。”

那1200目究竟是个什么概念？董俊杰举

了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普通面粉，

它的细度大约是在100—200目左右。由此可

见，抹茶真正做到了“细如纤毫轻若尘”。但

是，若非科技助力，仅凭手工则实难加工出如

此细微的颗粒度。

抹茶的研磨方式，主要包括球磨、石磨、

气流粉碎。在九宇公司的研磨车间内，主要

使用的是球磨和石磨两种研磨方式。“为了不

辜负得之不易的鲜叶，保留抹茶的风味、色泽

与营养价值，我们在抹茶加工中采用了连续

球磨冷却系统。”董俊杰表示，这套系统不同

于普通球磨机，既能在微生物控制过程中充

分发挥优势，又能减少传统球磨过程中，因升

温过快，导致抹茶色泽与营养物质的损失。

如今，在九宇公司的研磨车间内，还保留

着传统石磨生产技艺。石磨方式在研磨过程

中升温慢，因此，能较多地保留抹茶色泽、营

养物质和独有的挽臼香。不过，用这种方式

生产抹茶产能低，难以满足量产需求，保留这

种技艺，也只是用于茶道级抹茶的生产。

传统的黑金石石磨产能较低，每小时只

能出品40克优质抹茶。九宇公司总经理高静

表示，企业地处中华抹茶起源地，因此，绝不

会放弃这一古法生产技艺，未来还会继续传

承，不断创新发展。

苦苦求索，开发抹茶“万种风情”
高静领我们来到了九宇公司的文创中

心。在这里，终于见到了九宇抹茶“大家族”中

最小的“家伙”——“1.2克小条装抹茶粉”。

传统抹茶粉虽说富含天然叶绿素，但在

高温下颜色容易变黄、香味也会散失，再加之

繁琐的泡饮步骤，很难吸引年轻人这一消费

群体。对此，九宇公司研发团队苦苦摸索，经

过3年多的尝试，成功开发出包含这款小条状

便携式抹茶粉在内的“9微米系列”抹茶，很大

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抹茶粉的短板，也让九宇公

司成为了国内最早开始宣传直饮抹茶的企业。

“‘小家伙’采用了很轻的撕拉式铝袋包

装，单条内含1.2克抹茶粉，大小近似成年人食

指长度，且撕拆方便，顺应了年轻人喜欢方便

携带、快捷饮用的需求潮流。”九宇公司有机品

牌中心经理张雨晨边说边拆开了一包，当场给

我们演示饮用方式。只见她撕开包装条后，将

抹茶粉倒入一小瓶矿泉水中，再来回摇晃了几

下，这瓶矿泉水就变成了瓶装抹茶水。

记者尝了一下，入口几无苦涩味道，茶香

细腻清甜，还有些回甘。“这款产品的成功开

发，还得归功于我们的研磨技术，9微米其实

就相当于1200目，正因为颗粒足够细，所以在

冷水里可以摇匀，才会口感细腻。”张雨晨说。

小条装、烘焙抹茶、抹茶冰淇淋、抹茶燕

麦片……放眼产品陈列台，抹茶系列产品琳

琅满目。其中，有两个印有杭州亚运会徽标

的礼盒特别显眼。

“今年要举办杭州亚运会，‘浙茶·九宇’

是本届亚运会特许生产企业和官方赞助商之

一，这款径山茶和径山抹茶礼盒是特许设计

包装品。”张雨晨解释道，因为其包装盒上仍

保留了“径山茶”的标识字体，原本亚运会徽

标产品，对包装盒上的字体有严格要求，经过

多方努力与协商，组委会最终同意，让“径山

茶”以原有的证明商标字体保留在包装上。

不仅如此，“亚运径山茶礼盒”的外包装，

还将径山寺的图案，以手绘的形式呈现，“亚

运抹茶礼盒”则将亚运吉祥物琮琮、莲莲和宸

宸的IP形象融入包装设计，且两款礼盒都是

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即冲即饮。

用张雨晨的话来说，如何向年轻人奉上

一杯“适合他们的生活、可以被他们欣赏”的

茶饮，是她和同事们创新的“源动力”。

确实，不同于传统茶产业，抹茶产业正朝

气蓬勃地走向市场。年轻人喝茶，不再拘泥

于茶艺等表现形式，转而追寻简单、方便、时

尚、有个性化的饮茶方式。因此，惟有传承发

扬与守正创新相结合，才能做大做强茶产业。

近年来，随着宋韵文化的“出圈”以及《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梦华录》等热播影视

剧作中对宋朝民俗、审美、文化等内容的刻

画，勾起了不少年轻人对中国茶文化的重新

认识与追寻，点茶、末（抹）茶所代表的宋式

“喫茶”风尚展现出极大的茶文化魅力。

如今，茶文化早已成为径山茶传播延续

的载体与符号，推动着余杭区抹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下午，全省“三茶”统

筹发展推进会在松阳县举行。会议强调，各

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茶”统筹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构建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三位一体”的现代茶业体系，进一步

提高茶产业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持

续擦亮“世界茶乡看浙江”的金名片。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三茶”统筹发展，

名优茶产值比重居全国之首，2022年全省茶

叶出口量、出口额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14

个品牌入选全国百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总

价值位居全国第一；建成全国首个省级“茶产

业大脑”，全省茶园亩均产值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41.1%，茶休闲、茶旅游、茶养生等第三产业

产值达150亿元，包含西湖龙井、安吉白茶、金

华婺州举岩、长兴紫笋茶、余杭径山茶宴、磐

安赶茶场等在内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成功入选世界非遗。

会议强调，各地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三

茶”统筹发展理念，以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强

化文化引领、科技支撑，深化产学研、贯通产

加销、融合农文旅，加快多品种、多品类、多功

能打造，加快形成以绿茶为主体、六大茶类共

舞的新态势，加快构建产茶、品茶、事茶、玩茶

等相融合的茶经济发展新格局，为全国“三

茶”统筹发展提供浙江经验、浙江样板。

会议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三茶”统筹

发展的组织保障。要把“三茶”统筹发展纳入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总体布局，建立健全统筹协调、多

方参与、分工协作的推进机制；要强化政策支

持，积极推动落实用地保障和用电优惠政策，

探索推行茶园政策性保险、茶树等抵押贷款，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迭代升级“茶产业大脑”、“浙茶香”应用等建

设，努力实现“一码互联、一屏掌控、一键智

达”；要积极发挥行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产

业联盟等作用，鼓励探索建立诚信奖惩机制，

强化产品抽检监管，建立健全茶叶质量追溯

机制。

3 月 28 日，在湖州市吴兴

区埭溪镇茅坞村卫生室，村民

在医生指导下体验智慧健康

驿站的在线诊疗服务。2022

年以来，吴兴区推进人工智能

辅助诊断设备在农村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配置应用，至今

已建立7个乡村（社区）智慧健

康驿站，内设“健康微诊室”

“智慧云药房”,为市民提供远

程问诊、日常检查等服务。

邓德华 摄

智慧问诊进山村智慧问诊进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