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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统筹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沈璐兰

5 月 19 日至 21 日，2025 浙江瓜菜新品种

大会在杭举行，主会场设在浙江省（萧山）现代

农业创新园，并在宁波等8个市设分会场，吸

引了来自国内外320多家种业企业、科研机构

参与。

大会采用“馆展+地展+云展”模式，集中

展示瓜类、茄果类、甘蓝类等八大类作物、共计

4500余个瓜菜新品种，较往届展示规模更大、

参展内容更丰富、参展品种数也创新高，成为

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瓜菜种业交流合作的“金

名片”之一。

在宁波微萌种业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

农民围着几款甜瓜品种相继咨询，品尝后纷纷

竖起大拇指。“‘灰提1号’是近两年较受市场欢

迎的薄皮甜瓜品种，具有耐低温、产量高等特

点。它单株结果3-4个，单果重0.5公斤左右，

果实糖度在16-18度之间。”该公司业务经理李

文博介绍，“种植该品种的甜瓜需要选择连栋大

棚或单体大棚等保护地栽培。目前在浙江、河

南、山东、安徽等地都有种植。”

近年来，得益于瓜菜新品种大会这个平

台，越来越多浙产优质自主品种走出浙江，全

国各地优质品种也被引进来，老百姓“菜篮子”

越来越丰富。

在地展区，记者被一款翠绿色的“皱皮

菜”吸引，一旁的杭州富惠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立军告诉记者，“皱皮菜”学名“皱

叶甘蓝”，和大家熟悉的“羽衣甘蓝”属于同

一“家族”，是本届大会的“新面孔”，从湖北

引进。“深色蔬菜中的花青素和叶黄素具有抗

氧化功能，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皱叶甘

蓝可生食，吃起来清脆爽口，也可以榨汁饮

用。它的 VC 含量很高，是猕猴桃的 2.5 倍，

抗衰老成分含量也很高，是普通西兰花的2-3

倍。”胡立军介绍。

“‘墨秀58’这个品种青椒皮厚耐运输，有

青椒的风味，但辣度低，在宁波、台州等饮食口

味较清淡的地区较受欢迎。浙北地区有吃炒

青椒的习惯，‘金富半米椒’这个品种就比较受

欢迎。它皮厚、果长、口感脆，一两颗就能炒一

盘。”河南豫艺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苏浙沪

地区区域经理张帅对自家品种非常满意。

作为集成果展示、技术交流、贸易合作于

一体的种业平台，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每年会

吸引不少种植主体前来参观。“新品种肯定有

它的优势，但引进新品种不能靠‘盲选’，我们

要考虑品种特性与本地气候、土壤的适配性，

市场接受度等因素。在这里，既能了解行业新

趋向、市场动态，又能与专家、同行交流，回去

试种也更有信心和底气。”来自温岭的果蔬种

植大户罗大哥说。

本届大会仅主会场就设置品种综合展示

区、企业展示专区、全国蔬菜登记品种展示区、

浙江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展示区、浙江省“十四

五”农作物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展示区、中

国园艺学会特色瓜类展示专区等。除种业振兴

成果展示外，还设有瓜菜新技术、新型农机装备

及云展等展示内容，集中展示我省瓜菜种业、农

机等相关领域创新成果。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不断

创新突破，我省瓜菜品种资源呈现出多元化发

展趋势，市场供给种类更加丰富。我们每年都

密切关注行业动态，在前期广泛调研基础上，

引进新品种试种，为种植主体提供科学决策依

据。”省种业集团办公室主任温晨岳表示，希望

借大会平台，进一步为采购商、经销商搭建对

接平台，推动“从种子到餐桌”的全链条合作。

□浙江日报记者 陆乐 来逸晨

本报讯 5月21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

茶日”。当天上午，由农业农村部、浙江省人民

政府主办的2025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

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动。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浙江省

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分别致辞并在活动开始前

巡馆。

韩俊指出，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最大

的茶叶生产国、消费国和重要的出口国。近

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把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放在突出位

置，茶产业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

断提升。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更好地弘扬茶

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助力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是携手推动茶

文化交流互鉴，深化拓展“国际茶日”系列活

动，加强茶文化挖掘保护利用，建立多层次合

作交流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茶文化推介活

动，以茶为媒推动各国文化交融。二是协同

推动茶产业振兴发展，多渠道开展茶科技交

流合作，联合开发新品种、新技术，着力推进

茶产业可持续发展、茶文旅深度融合，加强品

牌建设，提高茶产业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进

一步释放茶消费的巨大潜力，带动更多茶农

增收致富。三是共同推动茶贸易互惠共赢，

不断提升茶产业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共同

构建公平开放的贸易环境，促进茶贸易长期

稳定发展。

刘捷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和茶文化交流。2020

年，总书记向在浙江举办的首个“国际茶日”庆

祝活动致贺信，为我们做大做强茶经济、促进

全世界共鉴茶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茶是浙

江悠久文化的重要传承，见证了浙江的沧桑巨

变和繁荣兴盛；茶是浙江富民增收的重要支

柱，全省茶产业全链条融合产值破千亿、就业

岗位超200万个；茶是浙江链接世界的重要媒

介，浙江茶叶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来

越多的国际友人从“一片绿叶”中感受到浙江

的开放与包容。我们愿以本届“国际茶日”中

国主场活动为契机，与全球伙伴一道，致力于

推动茶经贸合作、茶产业发展、茶文化互鉴，在

缕缕茶香中续写世界茶产业和茶文化发展新

篇章。

活动现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视频致辞。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马金达·贾升

和、保加利亚农业和食品部部长格奥尔吉·塔

霍夫致辞。杭州市市长姚高员致欢迎辞。副

省长李岩益主持。

有关国家代表、驻华使节、兄弟省有关部

门负责人、国内外涉茶机构、行业协会、茶企代

表及业内专家等参加活动。

2025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在杭启动
韩俊刘捷致辞

推动“从种子到餐桌”全链条合作
——2025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侧记

5 月 21 日，第七

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

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

心开幕。6 万平方米

场地、2500个展位，逛

完它们相当于走完

8.4 个足球场。为招

徕客商与市民游客，

每个展位都使出浑身

解数。作为东道主，

浙江馆惊艳亮相，充

分展示了茶之美学、

茶之内涵，吸引众多

市民和游客驻足参

观，拍照打卡。

在 3100 平 方 米

的浙江馆，不仅有来

自 10 个 市 、60 个 县

（市、区）的 226 家参

展企业、1000 多款产

品，更有身着茶服、端

着茶盘展示茶点的宇

树科技机器人，迈着

律动步伐、用来运输

鲜叶的机器狗，还有

制作龙井茶的各类茶

树“真身”……

体验感与新鲜感

兼具的新茶饮、新茶

食展位前人头攒动。

在这里，消费者可品

尝到添加一级明前龙

井的龙井小麦啤酒，

采用唐代煎茶法制作

的紫笋饼茶，新茶饮界当红小生羽衣甘

蓝抹茶小绿瓶，以及受人青睐的轻茶蛋

白棒等。

刚开展一小时，龙井小麦啤酒就被

喝空了两箱，共计8000毫升，大约每10

几秒钟就有一位消费者拿起试饮杯体

验。这款产品由一家制作低醇、无醇啤

酒的年轻公司无囿食品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与老牌茶企杭州茶厂合作，添加

一级明前龙井是其最大的卖点。负责

人孙晓楠说，龙井小麦啤酒上个月才面

市，此前耗时半年多做研发，为的是尽

最大可能保留西湖龙井的口感与香气，

“这款茶啤就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

‘中国口味’。”

第一次参加茶博会的松阳新茶饮

品牌“屿山空”，同样带来了辨识度极强

的味道。主理人潘红日说，所有的新茶

饮品类都是用松阳当地的茶叶调制而

成。她以热卖产品“独山云海”为例，

“玻璃杯中间是茶冻做成的松阳地标独

山，用的是松阳香茶。”这些产品吸引了

一拨又一拨年轻人。

匠心传承造就高品质茶叶，同时也

带动亩产值的提升。省农技推广中心

茶叶科科长俞燎远说：“2024年浙江茶

叶平均亩产值达到 9266 元，比 2023 年

增长近100元左右。此外，抹茶产业也

屡创新高，在价格、产量方面翻了一

番。”未来，浙江茶产业还将在多茶类、

多品牌、多元化方面继续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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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月 21 日

启幕的第七届中

国国际茶叶博览

会上，端着茶盘

展示茶点的宇树

科技机器人在与

参观者互动。

伊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