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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在 一线一线采茶采茶

□本报记者 丁佳味

气温回暖，春茶

开始采摘，茶园里一

片生机勃勃。

近日，记者走进

新昌县大佛龙井茶产

区的茶园，只见工人

手持一把小巧采茶机

在 茶 树 表 面 轻 盈 行

走。不一会工夫，一

排 茶 树 便 被 采 收 完

毕。“这个采茶机蛮轻

的，不到 2 公斤，使用

起来很方便，我一个

人操作，一天能采两

亩，轻松又高效！”工

人笑着说。

“我们研发的‘小茗’采茶机适用

于茶树蓬面修剪平整的茶园，按一芽

两叶标准精准截取，能让采收鲜叶质

量达到手采标准，采收效率可翻几

番。”据绍兴春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东林介绍，传统采茶机多采用往

复切割的方式采收鲜叶，效率虽高，

但采摘中会产生碎叶断片，混杂在鲜

叶中，导致采摘效果不佳。为此，春

茗科技公司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联合研发，首创运用梳叶分区切

割和原位立姿输送的茶叶采收技

术，给机器装上“梳子”和“刀鞘”，采

摘时，茶树上的芽叶通过梳理后进

入切割通道，幼芽在鞘壳的保护下

不易被损伤，大幅提升采收鲜叶的

匀整度，不仅保证了茶叶产量，而且

茶树在采摘后能迅速恢复生长。目

前，“小茗”采茶机已发展到第五代，

经实际测试，采摘的芽叶匀整度高

于90%。

除了小巧的采茶机，茶叶加工

环节的自动化流水线同样令人眼前

一亮。在新昌县红旗茶业有限公司

的茶叶加工车间内，茶香扑鼻，两排

全自动扁形茶炒制机流水线正自动

运转着，每台炒茶机被设置了统一

的运行模式，边上屏幕显示着各自

的料重、炒制温度、压档、圈数和时

间。

“以前手工炒茶，一个人半天才

出1.5公斤干茶，自从采用智能化炒

茶加工流水线后，100台炒茶机只要

4 个人操作，日产量可达 1000 公斤，

茶叶品质也有保证。”公司负责人石

志辉介绍，自动化流水线可将杀青、

揉捻、干燥等加工工序串联起来，大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保证了每一批

次茶叶质量的稳定性。“我们新引进

了刚研制成功的龙井茶自动生产流水

线，目前正在加紧安装，届时，每小时

可加工干茶50公斤。”石志辉说。

新昌是“中国名茶之乡”，2024年

全县茶园面积达15.3万亩，茶叶全产

业链产值超100亿元。近年来，新昌

县不断推动茶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去年全县茶机

产业产值达 4 亿元左右。该县的扁

茶炒制机生产量占全国的70%。

□见习记者 张枥元

“一两春茶一两金”，喝上一口春茶，

是许多爱茶人每年的期待。近日，2025年

径山茶正式开采。杭州市余杭区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卢健带领专家服务队

一行，深入黄湖镇云顶农庄茶园，为春茶

抢“鲜”开采提供技术指导。

海拔330米的茶山，晨雾在山间流转，

将层层叠叠的茶行晕染成一幅水墨丹青

画。茶园主人陈红炳在前方带路，抵达茶

园要经过“笔走龙蛇”式的盘山公路，还要

步行翻过一座山包。陈红炳说：“高山云

雾出好茶，我们的茶都种在这样的山上。”

“‘一叶一心’是径山茶的标准，要这

样手指轻轻一提摘下。”茶行间，卢健半蹲

着身子，指尖捏住一枚嫩芽向采茶工们示

范。她身旁的竹篓里，鲜嫩的茶芽饱满壮

实，看着喜人。“接下来是春茶全面开展的

时期，采茶工陆续到位，要对采茶工进行

人身安全、采摘标准等岗前培训。”卢健同

陈红炳说。

前几日，杭州气温骤降，给茶芽生长

带来了影响。霜冻会导致茶叶中的氨基

酸、茶多酚等内含物质含量发生变化，进

而影响茶叶的香气、口感，受冻的茶叶还

会发红、焦边，降低外观品质。为了减轻

霜冻对茶芽的伤害，余杭区的农技专家连

夜进山，和茶农们共同商讨保护措施，开

启防霜风扇，熏烟熏了一整夜。“多亏专家

指导，熏烟增温、喷灌防冻，保住了‘金叶

子’！”陈红炳语气里满是庆幸。卢健建

议，遇到低温，茶企要结合自身茶园的特

点，采取熏烟、喷灌、开启防霜风扇、遮阳

网覆盖等措施来减轻损失。

为保障春茶生产，余杭区构建了“三

级联动”服务体系，由农业、市场监管、气

象等部门联合组织春茶生产技术服务队，

建立区级统筹、镇街协调、村企落实的三

维联动机制。通过需求清单管理、响应时

效承诺、定向跟踪服务等措施，及时、精准

解决生产问题。

据悉，接下来，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将

结合春茶生产情况，及时提供技术服务，

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服务助力抢“鲜”

□本报记者 杨怡

随着气温回暖，“浙”里

茶园绿意愈盛，春茶销

售也迎来旺季。日

前，记者来到位于

松 阳 县 、素 有

“中国绿茶第

一市”之称的

浙 南 茶 叶 市

场。市场内，

一袋袋青绿的

茶叶一字排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

客商正埋头挑选着

心仪的新茶。

“前期主要销售品种多

为‘嘉茗1号’，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乌牛

早’，这段时间松阳这边‘乌牛早’产销已

近尾声。”市场内商户紫荆茶业负责人叶

林峰告诉记者，“因我省茶园大多实行精

细化管理，不仅单产效益高，而且茶

叶口感也更细腻，许多茶客都

是认准了来回购的。”

“今年我们茶园的茶

叶长势整体不错，虽然

前期因寒潮影响，芽头

较小，但品质依然受

到认可。而且，随着

气温回升，将迎来茶

叶集中开采期，产量上

影响不大，口感比去年

略有提升，回甘更足。”来

自松阳本地的茶叶销售商

张老板介绍，近期他每天能卖

出两百多公斤干茶，自家茶园也赶

着好天气加紧采摘，趁着目前茶叶价格保

持在一个较好区间，为今年收益提升再

“加把油”。

“目前我们市场的‘龙井43’已经全面

上市，眼下销售集中在这一品种以及白

茶、红茶等品类。”浙江浙南茶叶市场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谢恺轩告诉记者，“龙井43”

目前价格区间跨度较大，品质较好的单价

相对偏高，但消费者热情不减，市场内近

期仅该品种的交易量就在60吨以上。

走出浙南茶叶市场交易区，不远处有

一个顺丰快递春茶速递点，十几名快递小

哥正在对当日的春茶订单进行分类包

装。“晚些时候，这些快递就会通过顺丰的

春茶物流专车发往全国各地。”顺丰快递

浙南茶叶市场收件点负责人告诉记者，依

照往年经验来看，本月底到4月中旬是春

茶寄件高峰期。

据了解，自 2 月 18 日开市以来，浙南

茶叶市场整体交易额保持稳步走高态

势。

“金叶”购销两旺

□本报记者 沈璐兰

茶山染新绿，茶农采收忙。眼下，我

省300余万亩茶园正陆续开采。

宁海县5.4万亩茶园的头批春茶已开

采，其中“嘉茗1号”“望海茶1号”等品种

正值采摘旺季。在宁海县跃龙街道望府

楼山的千亩茶园里，采茶工分散其间，双

手在茶树上飞快舞动，一捏一提间，嫩绿

的芽尖便落入竹篓。

“茶叶不等人，迟一天就会影响茶的

品质以及价格，所以我们采茶都是争分夺

秒的。而且头茶有更严格的采摘标准，

要用指尖轻轻掰起，不能用指甲掐，不然

嫩芽会发黑，影响茶叶品相。”采茶工杨

大姐告诉记者，现在采的是一芽或者一

芽一叶的嫩芽头，一天只能采 1-2 公斤。

再过些天，每天大约能采 2-2.5 公斤鲜

叶，根据市场行情，采 1 公斤鲜叶能赚

90—120元。

“春芽要在最饱满的时候被采下，这

对茶叶品质至关重要。受前期低温天气

影响，今年春茶采摘时间比往年推迟几

天。这个时候，采茶工手脚麻不麻利、采

茶技术好不好就显得尤为重要。”宁海县

望府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强介绍，今

年招了80余名采茶工。“我做的是老客户

的生意，要把品质和品相好的茶叶卖给顾

客。”王茂强坦言。

“忙的时候，清晨五六时开始采，到中

午下山称叶吃中饭，然后继续上山采茶。

一名熟练工一个月采茶收入在七八千元

左右，手脚麻利、再遇上好的茶叶品质，一

个月挣上万元的也有。”从安徽来采茶的

大姐吴玉兰告诉记者：“现在雇主家包吃

包住包路费，而且从不拖欠工资，每年这

个季节我都会来。”

视天气情况，今年安吉白茶整个采摘

期在 15—25 天左右。安吉一家茶企负责

人赵明告诉记者，他承包了300多亩茶园，

目前已与劳务公司定下280名采茶工，平

均一名采茶工将负责0.7亩左右茶园的鲜

叶采摘。

“采茶是季节性用工，劳动力需求大，

劳务公司招聘采茶工，经培训后上山采

茶。每 50 名采茶工还会再配 2 名监工来

保障大家的安全。”赵明说。

“大约 4 斤鲜叶可以烘焙出 1 斤成品

茶叶，我们按茶叶行情、采摘质量和数量

来算工钱，多采多得，采的茶叶质量越好，

工钱越高。”赵明告诉记者，“但遇到减产

的年份，可能就按天计酬，保证大家有保

底收入。”

“这两年采茶工整体上比较缺，我们

至少要保证每天有 200—240 人在茶园采

摘。近两年气温偏高，茶叶长得快，有时

会来不及采摘。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再多

招些采茶工。”赵明说。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随着气

温稳定上升，我省茶园将迎来茶叶盛采

期，多地仍在招募采茶工，预计今年春茶

产量总体要比去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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