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伟来稿说，自

推行“民情夜访”机

制以来，绍兴市柯桥

区驻村指导员积极

行动，已累计开展夜

访达 2000 余次，深

入走访 6000 余户家

庭，广泛收集各类问

题 与 建 议 2000 余

条。

驻村指导员制

度堪称基层治理的

一张“金名片”，将

“民情夜访”融入其

中，能精准把握民需

民盼，将民忧民困消

弭于萌芽状态，让社

会治理事半功倍，而

打造一支业务精湛

的驻村指导员队伍

则是关键所在。

在现实中，农村

许多矛盾纠纷源于

信息不公开，进而引

发不公正、不公平。

驻村指导员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

共话家常、同干农活，能够真正与群

众打成一片，增进彼此了解，拉近情

感距离，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

他们走进群众家中，以拉家常的方

式，用心办好“民生事”、用情答好

“民心卷”，用真心换取民心，用优质

服务温暖人心。通过问政于民、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将群众关心的每

一件“小事”都落到实处，做到群众

心坎上。

“民情夜访”让驻村指导员清晰

了解村民的所思、所想、所盼，为工

作指明方向，实现了作风转变与形

象提升。接下来，要进一步完善“民

情夜访”流程，对村民反映的问题，

能当场答复的当场答复，能现场处

理的现场办公，一时无法解决的，汇

总建立问题清单，后续逐一落实解

决，并在事后进行满意度测评。

推行“民情夜访”机制，更多的

意义在于激励驻村指导员争做实干

派，摒弃空谈，多些务实，少些浮躁，

练就担当作为的真本领，铸就“扛得

起重活”的硬脊梁，创造更大的作

为。相关部门要有意识地给指导员

交任务、压担子、提要求，促使他们

在一线转变作风、强化责任、提升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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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是泰顺县农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推

动泰顺全域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

一张金名片，要全面有序推进茶产

业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实施

产业融合、品牌提升、科技创新、人

才培育等四大工程，进一步打响

“三杯香”茶旅品牌，逐步把泰顺建

设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现代茶业旅

游强县。

坚持项目化建管，培育融合发

展主体。一是强化基地建设。通

过主推香菇寮白毫等适制“三杯

香”茶的优良品种，落实强农惠农

助推共同富裕“直通车”政策，配套

建设路、沟、渠、蓄水池等设施，打

造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管理水平

先进的优质高效生态茶园。二是

强化龙头培育。积极搭建平台，针

对性组织考察学习，不断拓宽提升

龙头茶企视野与境界。加强合作、

交流，全面打造泰顺茶业抱团机

制，促进茶企间、茶人间相互提携

与支持。重点培育一批科技型、规

模型、带动型的茶叶产业化龙头企

业，使之在带动农户推进规模生

产，实施产业化经营，开拓市场等

方面发挥作用。三是强化产业融

合。依托县域丰富的旅游资源，因

地制宜地打造集休闲、品茗、观光、

养生于一体的多功能花园式茶园，

助推以旅兴茶、以茶促旅。同时，

进一步挖掘潜力，建立招商项目

库，在精品茶园、茶旅融合、茶文化

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招商引资，

加快传统茶产业转型发展，真正做

深茶旅融合文章。

注重品牌化营销，充分发挥融

合效应。要积极培育茶叶营销龙

头企业，引导泰顺县茶叶龙头企业

抱团走出去，培养一批专业型茶叶

销售人才，全面打通中高端茶叶市

场。一方面，统筹谋划要素资源，

加快推进本土茶叶交易市场建设，

规范“三杯香”专营店补助标准，在

支持茶企在全国大中城市开设“三

杯香”专营店的同时，鼓励茶企在

网络上开设“三杯香”旗舰店，借助

信息化手段，探索发展网上交易、

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形式，通过

打造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营销网

络，推进泰顺茶叶“走出泰顺”。另

一方面，抢抓泰顺廊桥-氡泉旅游

度假区入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机

遇，全面推进“走走泰顺、一切都

顺”县域旅游主业化进程，有效提

升旅游吸引力和“三杯香”品牌效

应。

坚持现代化先行，加快产业数

字变革。一是推进数字化改革。

围绕全县茶业全产业链布局，建设

“三杯香茶产业数字化平台”，通过

整合相关涉茶数据，实现生产、加

工、销售、宣传推广线上服务体

系。二是打造宣传展示服务综合

体。开展茶产业科技创新服务综

合体项目建设，完善和拓展公共服

务功能、加快打造创意设计、技术

创新、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产业

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创业孵化、科

技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构建

产业创新生态等九大体系建设，推

动以“三杯香”为代表的泰顺茶叶

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集聚、提升，

全面提升茶产业的综合实力和竞

争力。三是强化技术创新。通过

科技合作，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开

展茶食品、茶提取物等深加工产品

研发，从单一生产绿茶向开发茶饮

品、茶糕点、茶菜品等领域延伸和

拓展，不断提高茶叶附加值。

聚焦要素化驱动，实施人才培

育工程。一是加强基础产业生产

加工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打通茶学

职业教育升学通道，实现职业教

育、普通教育、专业教育的横向贯

通，培育一批茶文旅研究、营销策

划、电子商务等专业人才。二是加

大人才招引，重点招引一批兼具茶

文旅融合的优质企业，在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方面吸

收一批专业性人才。三是积极支

持高校毕业生、工商企业主、农业

科技人员等人才回乡创业，在促进

茶文旅经营方式提升和革新的同

时，融合泰顺旅游特色和精华，推

动“三杯香”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提

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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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旅融合发展现状

在“三杯香”共富茶文旅融合

发展的过程中，泰顺自始至终把

“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作为立足

点，结合丰富的旅游资源、茶传统

民俗文化，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擦亮“三杯香”

共富茶文旅融合品牌，打造“中国

最美茶园”。

茶产业提档升级，促进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将文旅元素融合到

茶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以

融合推动茶产业提档升级。一是

注重原产地保护。重点在罗阳、仕

阳、雅阳、彭溪、东溪等乡镇，建设

“三杯香”原产地，涉及从业人员

4.1 万人。二是注重基础设施提

升。按照“茶园景区化、茶旅一体

化”思路，在老茶场改造过程中增

设观光体验茶园，在生产车间配置

游览通道，高标准建设茶旅示范

园，先后建成茶主题公园1个、茶旅

示范园6个（其中仕阳万排茶园获

评“中国美丽茶园”）；培育茶旅示

范企业5家，建成茶特色小镇2个、

茶旅示范村10个。三是注重产品

推介投入。借力在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等地举办“走走泰顺、一切

都顺”旅游品牌推介会，同步开展

“三杯香·共富茶”品牌推介，成功

推出多条茶旅精品旅游线路，直接

带动农户1.2万多户，辐射带动6万

茶农增收致富。

茶文化影响力提升，推动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深厚的茶文化底

蕴与“旅游兴县”发展战略交织叠

加，赋予了茶文化更大的历史价值

和文化内涵。一是唱响茶歌。泰

顺是世界经典名曲《采茶舞曲》的

创作诞生地，通过承办全省茶歌大

赛等文艺活动，做足做深茶歌文

章，做到“因茶而歌、因歌兴旅”。

二是打响品牌。通过品牌整合，赋

予“三杯香”共富、优质、国品等文

化内涵，先后荣获国际名茶金奖等

近百项荣誉，泰顺“三杯香”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从 2011 年的 4.17 亿元

上升至2024年的24.62亿元。三是

提升茶技。建立茶叶院士工作站，

举办茶叶生产加工、茶艺、茶叶审

评等培训班，通过科技创新、技术

赋能实现茶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2023 年“三杯香”制茶技艺入

选第六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2024 年泰顺传

统茶种植系统入选浙江省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资源库名录。

茶效益互惠共享，拓宽文化旅

游融合渠道。一是宣传上同心同

向。投入相应资金，借助各类文旅

宣传平台，开展泰顺“三杯香”线上

线下品牌宣传。二是合作上互惠

互利。与主流媒体、中国茶叶博物

馆等开展全方位、多渠道的战略合

作，实效效益的同步共享。三是活

动上多姿多彩。每年开展茶产业

“四会四赛两活动”品牌提升活动

（即每年组织茶企参加3场以上茶

博会、一场品牌推介会、一场茶产

业发展研讨会、一场“三杯香”茶品

鉴会；开展一场采茶比赛、一场加

工技能比赛、一场茶艺大赛和一场

茶知识大赛；组织一次“茶文化交

流”活动和一场“茶旅体验”活动），

在提升“三杯香”知名度和美誉度

的同时，吸引更多人来泰旅游，真

正实现“走出去、引进来、带出去、

留下来”。

茶旅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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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茶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泰顺“三杯香”为例

□陶一砖

近年来，泰顺县坚持市场导向、融合发展和绿色引领，构建现代茶产业

体系，从推广、保护到增值，实现茶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渠道。“三杯香”茶作为泰顺的地理标志产品，是推动泰顺茶产业发展的关键

所在。本文以“三杯香”共富茶文旅融合发展为例，提出加快茶产业与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