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晓晓

第七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热

闹开场。钱塘江畔，浙江喜迎四方宾

朋，继续奏响“浙”茶走出去“三部

曲”。

从西湖龙井到安吉白茶，从传统

工艺到现代创新，浙江茶叶用行动证

明：它不仅守住了千年传承，还走向

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这既是经济实

力的体现，更是文化自信的底气。

品质为王，擦亮“新名片”。浙江

茶叶的魅力，源于对品质的追求。随

着浙江茶叶最大出口市场摩洛哥出

口量的复苏，以及中东、欧洲市场的

拓展，严把质量关，成为众多茶企的

座右铭。西湖龙井远销欧美、日韩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背后正是严格

的产区管控与标准化生产。杭州市

出台《西湖龙井茶保护管理条例》，保

护种质资源，限定核心产区范围，推

行数字化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即可

追溯茶叶从种植到加工全流程。近

几年，浙江积极推广应用茶树优质高

效栽培技术，加大茶园宜机化改造，

大力支持植保无人机、轨道机、自走

式耕肥一体机等应用，不断提高茶企

清洁生产意识，利用数字化手段，强

化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提标提

质。数据最具说服力：2024年，浙江

茶叶出口量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其中绿茶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品

质，不仅是撕掉“低价茶”标签的利

刃，也是站稳市场脚跟的基石。

文化赋能，化身“新使者”。茶是

文化的载体，有着千年茶叶外销史的

浙江深谙此道。嵊州一位多年从事

茶叶出口的茶商，非常看重文化营

销，哪怕遇到销售瓶颈期，也坚持在

门店设置茶文化展示窗口。近年来，

浙江始终注重讲好海外茶故事，譬如

挖掘珠茶历史脉络，加强国外消费者

对珠茶的感性认知。同时，支持珠茶

发源地申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

前，浙江持续组织茶企开展境外展示

展销或推介活动，给予最高70%的国

际性展会展位补贴；鼓励茶企到境外

开设窗口，逐步提高国际市场占有

率。在迪拜世博会上，安吉白茶不仅

入选官方指定用茶，还荣获金奖。去

年10月，“茶和天下”·雅集外交官专

场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

办，来宾们在观赏宋代点茶技艺的同

时品茗、听琴，沉浸式感受中国茶文

化的雅韵。这一刻，茶不仅是商品，

更是架起文明对话的桥梁。

创新引领，注入“新动力”。产业

突围，必须插上科技的翅膀。浙江茶

企率先布局数字化：在绍兴柯桥，茶

农通过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茶园温

度、湿度，AI 算法精准指导施肥时

间；绿色防控系统根据病虫害监测数

据精准释放诱捕信号，可视化管理系

统的高清摄像头全方位捕捉茶园生

长、劳作场景……智慧生产管理实现

对茶叶生产全程精细化管控。随着

生产方式的创新，浙江外销产品从最

早的珠茶，到中高端的西湖龙井、安

吉白茶，再到精深加工的抹茶、茶多

酚、茶饮料，围绕“浙”茶打造高端品

牌，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推动浙

江茶叶出口产业从“数量扩张型”向

“质量优化型”转变，最终向“品牌优

势型”跨越。创新，正在重塑浙江茶

叶的国际形象——它不只是传统“老

字号”，更是充满活力的“科技+文

创”先锋。

“浙”茶走出去，任重而道远，需

要各方合力奏响品质、文化与创新的

“三部曲”。当西湖龙井香飘巴黎，当

安吉白茶惊艳迪拜，当绍兴平水珠茶

重振摩洛哥市场，这不仅是浙江茶叶

人的骄傲，更是一个传统产业在全球

化时代的搏击新生。

浙 农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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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茶奏响香飘四海“三部曲”

□见习记者 张枥元

本报讯 5 月 21 日，2025“越乡

杯”浙江省龙井茶炒制技能大赛在杭

州国际博览中心开赛。本次比赛以

35周岁为界，首设“巅峰组”与“新锐

组”双赛道。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嵊

州市的王成江等 5 名“巅峰组”选手

斩获“浙江省龙井茶制茶大师”称号，

来自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的付晓

婷等5名“新锐组”选手荣膺“浙江省

龙井茶制茶新秀”称号。

比赛现场，清气阵阵，茶香沁

人。来自我省 18 个龙井茶生产县

（市、区）的50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

展现龙井茶炒制技艺的卓越水平。

“抓、抖、搭、捺”——翠嫩的茶叶在选

手们的掌间完成蜕变。

“这次大赛每位选手领到的鲜叶

从以往的 1000 克升级到 1500 克，比

赛时间从3小时增至4小时，全程使

用炒茶锅手工炒制，对参赛选手技艺

和体能的要求更高了。评审专家从

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五个维

度打分，全方位检验选手功力。”大赛

裁判长、省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

师俞燎远介绍。

年轻选手技艺不俗。“新锐组”选

手、来自绍兴的韩欣怡是本次大赛最

年轻的选手，今年刚满18周岁。年纪

虽轻，比赛时却沉着冷静，一招一式毫

不含糊。“能与这么多炒茶大师前辈同

场竞技，本身就是收获。”韩欣怡说。

“龙井茶炒制技能大赛是我省重

要的茶叶技能竞赛之一，自 2002 年

创办至今，已成为展示浙茶匠心精

神、宣传浙茶卓越品质、弘扬浙茶文

化的重要平台。”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龙井茶是浙江最具代表性的产

品，是最具浙江元素的“金名片”。近

年来，我省坚持不懈推进龙井茶传统

炒制技艺传承、标准化生产、数字化

监管、品牌维权保真等一系列工作，

有力助推了龙井茶市场拓展、品牌提

升和茶农增收。2024年，全省龙井茶

种植面积91.6万亩，产量2.9万吨，一

产产值68.1亿元。

谁是“炒茶王”？
50位能手同台献技

□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5月19日至20日，

浙江土特产·蜂产业助力共同富

裕发展大会在长兴举办。

会议现场发布了淳安“全链

式促共富”、长兴“技术帮扶促共

富”、磐安“村企联建促共富”、江

山“合作订单二次返利促共富”、

开化“大户代管促共富”等“五大

蜂业共富模式”。“这五大模式，

是从全省蜂业实践中提炼的‘共

富密码’。”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浙江将

从四方面发力发展蜂产业。聚

焦科技赋能，保持蜜蜂种业领先

优势，大力推广智能蜂箱等新技

术，打造一批数字化、机械化、现

代化蜜蜂养殖基地。不断壮大

产业实力，推动主产县产业转型

提升，全力争创蜜蜂“浙系”畜禽

集聚区，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

融合，构建品质评价与分级标

准，推动“浙农码”赋能蜂产品全

覆盖。持续发挥共富价值，丰富

联农带农模式载体，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推动小农户共享红利。

探索建立蜜蜂授粉生态补偿机

制，促进生态价值转化。

会上，6家农业经营主体向

低收入农户赠送蜂箱。相关单

位举行了产业帮扶、技术指导合

作和产品研发项目签订仪式。

我省发布“五大蜂业共富模式”

5月19日，由省水果产业协

会主办的“浙江杨梅 品甲天

下”2025浙江土特产・杨梅（杨

梅酒）推介活动在上海举行。

活动中，多家浙江杨梅产业

链主体展示了自身优势与成

果。无论是鲜果的品质，还是深

加工产品的创新品类，都彰显了

浙江杨梅产业链的雄厚实力与

创新活力，吸引了现场观众的关

注。同期亮相的浙江杨梅（杨梅

酒）展示专区内，参展商带来了

杨梅鲜果、杨梅酒、杨梅休闲食

品等产品，参观者不仅可近距离

感受浙江杨梅的风采，还能现场

品鉴酸甜可口的鲜果与韵味悠

长的杨梅酒。

活动的成功举办，旨在响应

省委、省政府“土特产富”全链发

展决策部署，推动浙江杨梅（杨

梅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品

牌国际影响力。 沈农轩

浙江赴沪推介杨梅和杨梅酒

5月19日，联合国粮农组织

正式公布2025年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新增项目名录，德清淡

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简称“德

清珍珠系统”）成功入选，成为我

国首个水产养殖领域的世界级

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至此，在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上，浙

江占有6项，数量继续居全国第

一。

经农业农村部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认定，德

清是有文献记载最早进行淡水

珍珠人工养殖的地区，早在南宋

时期就实现了淡水珍珠人工培

育。德清珍珠系统是以鱼、蚌之

间基于自然的互利共生原理为

基础，以发源于本地的附壳珍珠

养殖技术为核心，逐渐演化并形

成的涵盖蚌、鱼、浮游动物、底栖

动物和水生植物等丰富水生生

物资源的复合养殖系统。德清

人自古便通过“鱼蚌混养”，形成

鱼吃草、蚌吃鱼粪、蚌内育珠的

生态循环，不仅改善了水质，还

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

丰收。

近年来，德清深入推进“珍

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过去

珍珠多用于佩戴或观赏，如今已

拓展至美容、保健、文旅等领域，

逐步构建起“产学研游”一体发

展格局。目前，德清珍珠深加工

年产值超 70 亿元，占全国总量

约十分之一，带动就业近 2 万

人。 吴丽燕 倪忆雪 王力中

“德清珍珠系统”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5月23日，长兴县洪桥镇洪桥村举行了花龙船下水仪式，迎接端午节的到来。花龙船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6.5

米、宽1.4米，船身插满260面花旗和各种装饰品。图为花龙船队员在搬运龙舟。 孙鑫琰 摄

花龙船下水迎端午花龙船下水迎端午

5月22日，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古筑村好时光梦幻花园里绣

球花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拍照。 潘伟峰 摄

绣球花开迎客来绣球花开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