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璐兰

5月20日至24日，全国好茶在杭州接

受集中“检阅”。以“茶和世界 共享发展”

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迎

来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900家茶企前

来参展，同时，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消费者

沉浸在这场茶叶“盛宴”中，乐享“淘宝”。

在现场，除了钟爱传统茶饮的“老饕”

们慕名前来，更有众多“国潮青年”前来打

卡观摩。

打卡对象，正是眼下声势渐起的新式

茶饮。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心头好”，大有

登上舞台抢占主流饮品“C位”的趋势。

所谓新式茶饮，是指采用优质茶叶为

基底，辅以不同萃取方式生产的浓缩液调

制而成的现制饮品，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

的偏好“DIY”，添加新鲜牛奶、水果、坚果

及不同小料，打造一杯专属自己的饮品。

与传统茶饮相比，新式茶饮在产品、

口味、工艺、展现形式及社交属性上均有

差异。

茶博会作为市场风向标，准确把握住

了这一市场脉搏。主办方顺应潮流，在现

场设置了“茶饮新时尚”展区、“新青年新

茶饮”展区等，冷泡茶、精粹茶、茶拿铁、茶

味冰淇淋、茶冻杯等一系列新式茶饮产品

登台亮相。

茶博会期间，新式茶饮展区异常火

爆。“一茶一舍”带来的“茶酿”气泡茶，口

感像啤酒，清爽解渴，其中的桂花荔枝乌

龙、荔枝大红袍两个口味气泡茶十分俏

销。“七成以上的客人品完‘茶酿’后都想

要续杯，并询价购买。”展位负责人介绍，

一箱6瓶，售价为59元，购买者几乎都是

年轻人。

“茶颜悦色”，是一家受年轻群体热捧

的新式茶饮店，今年也带着冷泡茶、速溶

茶粉等产品来到茶博会现场，吸引不少年

轻人的目光。“习惯茶”袋泡茶产品是他们

的网红产品，有桃花坞（蜜桃乌龙）、女儿

红（葡萄乌龙）、余香（玫瑰红茶）等口味，

在淘宝官方旗舰店月销售量高达 2 万

多。该款产品每袋17.5克、售价18元，若

按传统茶叶包装方式来计价，价格在每斤

514元左右，消费“门槛”着实不低，市场潜

力同样不容小觑。

“从目前的消费市场来看，‘Z世代人

群’逐渐成为购买新式茶饮主力军，这类

消费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具有不同风味、高

颜值包装设计、携带方便的新式茶饮。”在

阿里数字乡村营销总监陈诚看来，把握了

年轻人就把握了未来，在年轻化这点上，

需要不断探寻能够吸引年轻人的产品和

配方，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品牌出圈。

“低糖、低卡、低负担是未来新式饮茶

的主流趋势之一，茶饮的功能、美味也同

样受年轻人关注。”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

浙江大学国际茶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屠

幼英表示。

而在听客新茶饮研究所主理人、浙江

大学生命科学院菌茶项目负责人黄丹丽

看来，品质为先是年轻一代对新式茶饮的

期待，新式茶饮正成为年轻人了解茶文化

的窗口之一。

“应该站在更宽的视野来看，未来不

论做什么茶，都要以适应美好生活为导

向，不拘泥于简单的冲饮方式。”中国农科

院茶叶研究所茶深加工与多元化利用团

队首席科学家、国家茶叶产业体系茶饮料

与食品加工岗位科学家尹军峰表示，要依

靠现代科技、文化融合创新，开发健康高

质、个性时尚、方便轻松的跨界茶产品，来

满足新时代消费者的多种需求特别是年

轻人的需求，从而带动整个产业发展。

在新形势下，这片“叶子”如何适应新

趋势，催生出更加丰富多元的产业形态，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新式茶饮的兴起，

或许正渐渐打开产业发展的另一扇窗户。

浙 农 观 察

新式茶饮，为茶产业发展打开另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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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大兴调查研究 推动实干争先

5月20日至21日，以“储备安全 产学减损”为

主题的 2023 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

动式在安徽合肥举行。启动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向浙江农林大学授牌国家粮食产业（中温高

湿区优质稻谷储藏）技术创新中心。这是该校首个

国家粮食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粮食产业（中温高湿区优质稻谷储藏）技术

创新中心由浙江农林大学牵头，浙江省储备粮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共同申报建设，将聚焦我国粮食

储藏的实际需求，开展稻谷储藏品质的遗传特性、稻

谷“保鲜”储藏质量评价体系、绿色协同控制与储藏

技术体系和智慧粮仓管控体系开发等四个方面的技

术攻关，促进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

在此基础上，该技术创新中心的推进建设，将不

断提高绿色储粮技术应用水平，助力链条优化、衔接

顺畅、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

设，畅通优质粮油消费服务“最后一公里”，积极推广

分品种、分等级、分仓储存，创造条件尽快实现稻谷

仓储管理向保质保鲜、“常储常新”迈进。

陈胜伟 吴长玲

浙江农林大学开启
稻谷“保鲜”储藏研究

5月21日至25日，由国际园艺学会主办的第九

届国际樱桃大会在北京举行。由台州市农科院指导

选送、台州益田果蔬有限公司生产的“布鲁克斯”甜

樱桃，获得优质樱桃擂台赛“最佳奖”。

据介绍，擂台赛的18名评委是来自北美、欧洲、

亚洲的资深专家，他们对樱桃的颜色、味道、口感等

进行了细致评估并打分。最终，台州产甜樱桃在150

余种参赛品种中脱颖而出。

甜樱桃俗称大樱桃、车厘子，具有喜干燥冷凉的

生长习性，曾被专家认为不适宜在长江以南种植。

台州市农科院园艺所所长洪莉介绍，由于无法突破

气象地理“长江天堑”技术难题，甜樱桃在南方“花而

不实”，多年来，浙江多地多次尝试种植甜樱桃，但鲜

有成功。

2008年以来，台州市农科院组建团队，围绕“北

樱南移”开展技术攻关。团队收集了国内外86个樱

桃种质资源，陆续引进短低温品种和矮化砧木，采用

“深沟、高垄、避雨、遮荫”的栽培模式，探索总结出一

套适合南方地区的甜樱桃矮化优质丰产设施栽培技

术。

目前，台州市农科院筛选出了“布鲁克斯”“齐

早”“红蜜”等一批适合南方种植的国内外甜樱桃品

种，并攻克种苗繁育、重茬再植等技术难题，成功选

育出了“台樱一号”“台樱二号”“台樱三号”等“台州

种”新品系，成功实现“北樱南移”。

目前，台州市农科院筛选出的甜樱桃品种已在

台州、杭州、温州等地辐射推广2200余亩，2022年实

现经济效益1.13亿元。

陈久忍

“北樱南移”再结硕果

台州甜樱桃获国际大奖

5月21日，武义

县泉溪镇巩宅村农

民忙着采收大棚生

姜。小满前后是大

棚生姜采收旺季。

连日来，武义县农民

忙着采收、清洗、分

拣、包装大棚生姜，

运往上海、四川、广

东、杭州等地市场，

大棚生姜已成为当

地农民增收致富的

一大产业。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大棚生姜大棚生姜
采收忙采收忙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低收入农户劳动技能较

弱，独立发展生产、外出就业难度大，是增

收动能不足的主要原因。”省农业农村厅乡

村振兴协调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深入

文成、嵊泗等 10 余个山区海岛县开展走

访，综合分析低收入农户收入现状，并通过

大数据分析全省低收入农户相关信息，最

终形成问题清单，提出改进措施，推动《关

于完善衔接资金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实施

细则》于近日出台，有效发挥衔接资金“指

挥棒”作用，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

没有决策权。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农业

农村厅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以问题为导向，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直击

要害，围绕“千万工程”、粮食稳产保供、农

业“双强”、农民共富等重点工作，精准谋

划调研课题，深入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

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农民急难愁盼

问题。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我们在一

线调查研究中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

农产品销售方式单一、自有品牌宣传力度

不大以及融资难等问题。”省农业农村厅

合作经济处负责人表示，为此，他们主动

与中国邮政等单位对接，深化合作形式，

通过出台支持政策、提升寄递服务、打造

销售平台等“组合拳”，助力合作社破解上

述问题。

4 月份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紧贴“三

农”实际，研究制定《关于在全省“三农”领

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工作方案》，组织

实施 33 个上下联动、多跨协同的调研课

题。截至目前，厅领导牵头的调研课题已

开展第一轮调研，厅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能

下沉乡村，从基层找到破解事业发展难题

的答案，广大干部职工更是积极投身“创

新争先年”实践，攻坚克难，争创佳绩。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始

终坚持主题教育的实践导向，强力推进三

个“一号工程”在农业农村领域落地落实，

持续深化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组

织开展“百名处长破百题、百名局长解百

忧”专项行动，以高质量的调研成果和实

实在在的为民服务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

果，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