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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茗乡是新昌县的产茶大乡，有茶园2万

多亩，也是该县推行茶园绿色防控整乡推进

的试点地。“质量过硬始终是产品的核心竞争

力，通过茶园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和‘肥药’源

头管控等手段，让茶叶生产向绿色、安全、可

追溯的方向发展。”周竹定告诉记者，目前，新

昌县已拥有省级“生态茶园”6个、茶园精准施

肥示范基地7个，茶园绿色防控技术核心示范

区超万亩，辐射面积近4万亩。

在新昌群星茶业有限公司位于该县镜岭

镇平头岗的百鸟山茶园内，记者见识到了茶

园有机化管理模式的“真容”。园内，小气候

一体机、智能远程虫情测报系统、日照时长检

测仪器等各类物联网设备林立，与翠绿的茶

园相映成趣。

“这些设备能够在线采集茶芽生长期间

的平均气温、降水量、有雾天数、土壤PH值、

PM2.5等11 项生态指标数据，为茶园管理提

质增效提供数字化支撑。”群星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玉翔告诉记者，应用物联网、大数

据、空间GIS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时远程获取

茶叶基地的各项信息后，通过通信网络传输

到云计算中心，再经过模型分析，还能对基地

无人机、自动杀虫等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我们通过‘茶产业发展服务平台’，在茶

叶育苗、种植、加工、营销等方面全链引入数

字化概念，进行产业链全程‘再造’。”新昌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茶园基地

数据外，该平台还能实时呈现茶青收购、干茶

交易和行情走势，以及茶叶加工各环节数据，

各企业可据此进行精准市场决策和内部管理

优化。

这个堪称新昌县“茶产业大脑”的平台，

集成了20多个惠民服务模块，为茶农茶企茶

商提供生产指导、市场交易、金融支持、政策

兑付等一站式服务。目前，该平台总用户注

册量约 9300 人次，对接省市县平台约 20 个，

数据总量已达300万条。

为生产标准好茶，去年起，新昌县出台了

《精品茶管理办法》和《精品茶管理实施细

则》，对精品茶实行“五统一”管理，使地方精

品茶生产更加规范有序。

“茶机换人”助发展
作为茶叶生产大县的新昌，除了众所周

知的“大佛龙井”等名茶，还有一个标签也是

响当当的，那便是茶叶机械。

在位于新昌县的中国龙井茶博物馆内，

一台老式扁型茶炒制机格外引人注目。这是

我国首台扁形茶炒制机，发明人是新昌县回

山镇柘前村的丁水芳。今年76岁的丁水芳，

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爱思考，动手能力

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看到许多茶农

采茶、炒茶、卖茶的过程非常辛苦，他便想着

做一台机器，让炒茶叶不再那么难。

木匠师傅转身研究起茶机，很多人并不

看好，但丁水芳还是决定试一试。就这样，经

过半年摸索，第一台原始扁茶机还真被他研

制出来了。由于这款扁茶机功能较多，被业

界称之为“名茶多功能机”，2004年被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正式名称叫“名

茶炒制机”。

此后，新昌县一批茶机生产企业纷纷躬

身入局，先后开发了全自动扁形茶炒制机、茶

叶筛选机等茶叶加工新设备，由其加工的龙

井茶也因色泽、外形、品质出色，生产过程清

洁，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

“每一款新产品的问世，都要通过不断地

设计、打板、测试、修改、再打板，每一次改进

都要经过上百次的测试验证。”在新昌县高新

园区科技孵化器产业园内，“名茶采摘机”的

发明者梁宏亮指着那台凝聚他多年心血的采

茶机说。

梁宏亮自幼在新昌茶乡长大，早在 2013

年便开始潜心研究“名茶采摘机”。“每一点改

进都是很艰难的。”梁宏亮坦言，从第一代采

茶机到最新一代采茶机，中间经过了无数次

的改良优化。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

他研发的采茶机工作效率已达到人工的5倍，

漏采率仅在5%以内。

丁水芳、梁宏亮的故事，正是新昌县众多

“茶机人”秉持匠心发展茶机产业的一个生动

缩影。

现下，新昌县的茶机产量占据了全国的

半壁江山。截至目前，全县有86个茶机产品

列入省农机推广目录，拥有农机推广许可证

的茶机加工厂有14家，年产茶机3万多台，年

产值达 2 亿元以上，产品远销全国 16 个省

（区、市），还出口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

茶旅融合谋新篇
如果你看过新昌县东茗乡下岩贝村的千

亩连片茶园，就会留下很深印象。这里的茶

园骑行大道一直延伸至云雾深处，站在“云上

观光平台”上，可远眺穿岩十九峰……下岩贝

村由此成为游客体验茶乡之旅的首选，村里

的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今，整

个村的民宿、农家乐共有20余家。

“许多客人都喜欢去茶园体验采茶、拍

照，返程时还会买些茶叶回去。”“80后”吴鑫

鑫先后在下岩贝村开出了两家民宿。他说，

这里的茶园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每

次游客住店，他都会推荐他们去茶园，同时请

他们免费品尝当地好茶。“游客体验佳、喝着

好，渐渐都成了‘回头客’，有不少还会在线上

购买茶叶。”吴鑫鑫说。

近年来，新昌县持续推动茶产业、茶文

化、茶生态、茶旅游的有机融合，成功打造新

昌“六大茶山”金名片，建成特色休闲观光茶

园17个，“新昌禅茶休闲养生之旅”成功入选

全国20条茶乡旅游精品线路和“建党百年百

条红色茶乡旅游精品路线”。2022 年，茶乡

（新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971.3万人次，经营

总收入达1.88亿元。

“因为新昌茶文化底蕴深厚，让我们学习

茶艺有了动力，也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春

日暖阳下，“留白”茶空间的主人、国家一级茶

艺师蔡瑜娴熟地注水入杯，茶叶在水中慢慢

舒展，她亦抬眸浅笑，“我们将努力挖掘和推

广家乡茶文化特色，让更多的家乡人爱茶、学

茶、事茶。”

“泡茶是种享受，在人与茶的‘对话’中，

可以把茶本身的特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90后”高级茶艺师吴莲莲，曾带领团队研究

制定了“大佛龙井”“天姥云雾”和“天姥红茶”

的茶水分离冲泡法，提出科学的“三要素”参

数，并大力倡导推广。她还多次在中国国际

茶博会等展示展销活动上进行现场演示，推

广新昌“大佛龙井”品牌及科学的泡茶、饮茶

方法，展示茶文化内涵。

文化是无形的，却能带来有形的力量。

在新昌，像蔡瑜和吴莲莲一样的茶艺师有数

百人，他们崇茶尚茶，以茶人精神默默守护着

这方禅意、这片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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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春雷”，为何能威震东海？
□本报记者 杨怡

眼下，伏季休渔期将至，自2月中旬起打

响的“春雷”行动也已渐进尾声，东海即将进

入渔业生产“静默期”。

这一声“春雷”，是否震慑了喧嚣已久的

东海，守护好了浙江的海上渔业生产安全？

有数据为证：

2月18日至4月21日，全省开展高风险预

警处置 310222 次，商渔船双向干预 53956 艘

次，核查进出港报告渔船49052艘，查处违法

违规渔船1142艘，行政处罚案件927起。

农谚有云：一雷惊蛰始，万物复苏时。海

洋之内，亦是如此。每年的2月至5月，是东

海春季渔汛期，鱼群密集，捕捞量大，民间素

有“春汛撒网百余张，归来鱼虾货满仓”之

说。此时也是渔船出海作业的高峰期，再叠

加海域内船舶密集、航路交织、海况复杂等不

稳定因素，如何确保一方海域长治久安，守护

一方渔民平安生产，始终是渔政执法部门的

第一要务。

去年，王浩省长亲自部署推进涉海涉渔

领域安全生产系统治理三年行动，立足源头，

优化链路，重塑体系，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拉网式推进工作落实，全方位排查清除风险

隐患，全系统提升海上安全治理能力。

作为今年系统治理巩固提升阶段的一项

重要举措，“春雷”行动聚焦管理责任落实、事

故问责追责、船员不安全行为、船舶不适航状

态、商渔船碰撞隐患、船舶建造源头管控等重

点，坚持严督严查，强化刚性执法，重点查处责

任落实不到位、执法监管不严格等突出问题。

开展“春雷”行动，是全省渔政执法部门

刺向海上渔业安全生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的一柄“利剑”，更是一记响彻东海的“重

拳”。可以说，这是一场全面发力、持续用力

破解重点问题的“突破战”，是一场雷霆出击、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持久战”，也

是一场着力破解安全监管难点、堵点和痛点

的“攻坚战”。

如何让这场“战役”更加高效、有力，让安

全管理更加科学、精准，是渔政执法部门必须

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必须交出的一份

高分“答卷”。

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渔业安全管理变革，

为全省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系统治理三年

行动和“春雷”行动注入数字“基因”、贴上现

代化“标签”，这既是全省上下孜孜探索的路

径，也是奋力实践印证的答案。

创新开发的渔船精密智控系统——“浙

渔安”，成为农业农村部智慧渔业全国唯一试

点项目，并入选2022年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最

佳应用，系统性、全方位构建了渔业安全监管

的智治平台。

以数字化手段掌握情况、研判风险、高效

处置，大幅提升了渔船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应

急救援保障水平，成为破解海上渔业安全管

理困境、加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关键一招。

刚性执法、强化监管，始终是保障海上渔

业安全生产不可或缺的“杀招”。

“春雷”行动中，各级党政领导亲自督战，

涉海涉渔部门齐抓共管，渔政执法人员严管

重罚，形成了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全线压上、

重拳出击、持续发力的工作态势，有力震慑了

海上渔业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其威慑力不

可小觑。

今年，省农业农村厅创新推出“1510”督

导检查工作机制，要求渔政执法人员当好执

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执法检查和明查暗访

力度再次“加码”，让“时刻经得起检查”成为

常态，护航“春雷”行动行稳致远。

如果说2022年的“春雷”行动是一场治标

的“前哨战”“攻坚战”，那么今年的“春雷”行

动则是一场治本的“整体战”“提升战”。

对比这两年“春雷”行动的重点和执法成

果，不难发现，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的前提下，

无论是查获的“三无”船舶数量，还是查处的行

政案件数量，今年都比去年下降了50%以上。

海上违法违规行为数量的减少，折射出

的是全省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数据

显示，今年一季度，我省涉渔船舶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同比均下降50%，有力保障了渔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安全管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安全生产

永远在路上。“春雷”行动的成果固然让人欣

喜，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仍需始终扛在

肩上。

当前，我省涉海涉渔安全仍然处于爬坡

过坎、滚石上山的阶段，险情仍有发生，离全

时全域全量平安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春雷”“铁拳”“亮剑”等系列执法行动仍需持

续推进，建设一个安全、富饶、美丽的“蓝色牧

场”，仍需全省上下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浙 农 观 察

4 月 25 日，温岭市滨

海镇新横径村水果种植园

大棚里，“天工墨玉”葡萄

挂满枝架，果农正忙碌地

采摘、称重、套袋、装箱，运

往各地销售市场。近年

来，滨海镇依托良好的产

业基础，采取“研究院+政

府+农户”的模式，全面整

合人才、项目、政策、资金

等要素资源，保证科研成

果到田间地头的无缝衔

接，助农增效增收。

徐伟杰 摄

温岭葡萄温岭葡萄
抢抢““鲜鲜””上市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