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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协作谋发展，产业融合赢未来，安溪德化携手——

茶香瓷韵 助燃“国潮泉州”

7 月 19 日，国潮泉州·安溪德
化茶瓷产业融合活动发布会在安
溪举行。安溪和德化地缘相接、文
脉相通、人缘相亲，此次活动，拥
有千年文化底蕴的茶香瓷韵相辅
相成，“国潮”掀起“热潮”，安溪与
德化共话机遇，共商发展，共创未
来，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

□通讯员黄如莹 黄东华 融
媒体记者 谢伟端 文/图

核心提示

当天，国潮泉州·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合
活动琳琅满目、精彩纷呈。据悉，此次活动将从
7月持续到12月，内容包括国潮泉州茶瓷融合
展示馆开馆、国潮泉州·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
合活动发布会、国潮泉州·安溪德化茶瓷产业
融合直播系列活动，预计开展国潮泉州·安溪
德化茶瓷融合直播系列活动20场、国潮泉州·
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合“溯源品牌，讲好茶瓷
天下故事”主题宣传活动、茶瓷天下品牌大会
暨国潮泉州·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合表彰会等
等。该活动由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乡村振兴
促进会、泉州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商业联合
会采购商分会、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泉州
市商务局、安溪县人民政府、德化县人民政府
主办，乡创科技集团、安溪县电子商务协会、德
化县电子商务协会、泉州商报承办。

当天启动仪式上还发布安溪德化茶瓷产业
融合发展倡议书，安溪县和德化县签订茶瓷融
合共赢未来合作框架协议。此外，新华网溯源中
国与安溪、德化，乡创科技集团和安溪、德化等
签约支持产业发展框架协议，泉州海关综合技
术服务中心与安溪文旅集团和德化文旅集团、
安溪县参内镇与厦门五虎茶业有限公司、安溪
县大坪乡与福建茶里功夫供应链科技有限公
司、和平百茶（福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福
建省德化县龙民陶瓷研究所（普通合伙）、闽州
浓韵汇茶业与瓷理陶里陶瓷艺术有限公司分别
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现场还颁发“国货潮品放心购——推荐官”
聘书，邀请专家作“区域协作促进县域经济发
展”主旨发言。安溪县县长刘永强、德化县常务
副县长刘振铭、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
社长杜吟、新华网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
经理陈华、商务部中国国际电
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
在“县长对话——县域协作谋
发展，产业融合赢未来”中就茶
文化溯源、瓷文化溯源；茶、瓷
在国际贸易和中华文化国际化
传播中的作用；茶、瓷产业融合
发展的机会及未来趋势；区域
协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等内容进行对话讨论。

近年来，安溪深入践行“三

茶”统筹发展理念，坚持“稳一产、强二产、优三
产”发展战略，不断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
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安溪铁
观音制作技艺参与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名副其实的

“双世遗”。安溪茶产业综合产值提升至362亿
元，安溪铁观音以1440.42亿元的品牌价值，连
续九年位列中国茶叶类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
品）价值第一，先后获评三茶统筹融合发展县
域、百茶贸易之都等荣誉称号。

德化县去年启动了“中国白·德化瓷”产业
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坚定实施“陶瓷+”产
业融合发展，重点突出扩大国际影响力、增强工
艺创新力、提升市场竞争力“三力引领”，力争打
造陶瓷千亿产业集群。目前，德化县已有陶瓷企
业4500余家，从业者10万余人。陶瓷产品销往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
生产和出口基地、全国最大的陶瓷茶具和花盆
生产基地。

文化相辅，产业亦相承。对于此番茶瓷产业
融合活动，业界分析，对于县域而言，产业协作
的深入发展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还
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市场机遇。“通过举办
茶瓷产业融合活动，积极探索产业协作发展新
路径，进一步推动县域联动、产业联盟、企业联
营，对于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具有积极意
义。”刘永强表示。

精彩纷呈 县域协作推动产业新融合

7月19日上午，在安溪茶博汇内，与会
领导为国潮泉州·茶瓷融合展示馆揭牌。展
示馆内，茶香四溢的安溪铁观音配以细腻精
美、造型丰富的德化瓷器，一个个茶瓷融合
产品尽显国潮风采、国韵风姿，人们在茶香
和瓷韵中感受着千年历史的沉淀。据悉，展
示馆旨在创建茶瓷融合线下选品、开品中
心，今后将常态化对外开放，并邀请网络主
播驻点直播。直播系列活动中，将征集供应
商、主播、大师等联合开品，开设国潮泉州茶
瓷产业融合直播竞榜活动，邀请安溪和德化
两地党政领导走进直播间。

好茶需好器，好器衬茶香。安溪县委书
记吴毓舟致辞时表示，茶瓷自古一家、相辅
相成，随着“国潮”掀起“热潮”，茶瓷两大中
国文化符号也迎来了发展的全新机遇。此次
举办国潮泉州·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合活
动，是落实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的一次
具体举措，也是助力打造“国潮泉州”品牌的
一次探索实践，还是继去年安永德组建闽西
南文旅发展联盟后的又一次深度合作。

“我们还将签署一批茶瓷融合发展合作
协议、项目，牵手一批电商平台成为‘合作伙
伴’，并聘请一批‘推荐官’，相信有他们的加
盟赋能、支持推介，必将助力开创更多茶瓷
融合产品、解锁更多国潮‘流量密码’，推动
茶瓷产业实现新融合、引领新风尚。我们也
将以此次茶瓷产业融合活动为契机，持续深
化产业共建与区域协作，努力为县域重点产
业链协同发展提供更多样板。”吴毓舟表示。

“这既是探寻县域经济同心发力、联动
发展的举措，更是两县践行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合作典
范！”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社长杜吟表
示，相信通过接下来的活动，安溪、德化必
将获得丰硕成果，为全国县域经济融合发
展提供示范样板，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
也将竭尽全力，共同为茶瓷融合活动献计
献策。

中国商业联合会采购商分会会长李宝
表示，此次活动深度融合安溪的茶香与德化
的瓷韵，汇聚两地优质的产业资源，遴选邀
请具有卓越品质与创新精神的茶瓷供应商，
搭建坚实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持续推动茶
瓷产业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中国商业联
合会将充分发挥资源和组织优势，支持国潮
泉州·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合系列活动越办
越好！”

赏瓷品茶香，壶中日月长。如今，茶产
业和陶瓷产业已成为富有泉州特色的产业
集群。泉州市副市长苏耿聪表示，将更加系
统化地探索两大产业融合路径，提供有力
的政策指导与资金补助，支持安溪、德化探
索山区县域产业链合作新模式。希望安溪、
德化进一步完善“产业+”模式、探索“共
享+”模式、发展“文旅+”模式，促进茶瓷产
业协同发展，实现品牌共创与资源共享，打
造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推动“国潮品牌”实
现价值的整体提升，助燃“国潮泉州”继续
火出圈。

茶瓷“碰撞”
实现品牌共创与资源共享

近日，安溪青少年宫举办的第三
期茶文化课程班圆满落幕，吸引了30
多名高三毕业生和大学生参与。在这
个夏日，他们齐聚一堂，共同探寻茶文
化的奥秘，感受千年茶韵的魅力。

此次茶文化课程班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安溪铁观音制茶工艺大师周
爱民为学生们详细解读了闽南乌龙茶
的独特魅力，从分布到品质，从安溪六
大名茶的鉴别到品评实践，让学生们
深刻感受到茶叶的深厚底蕴。安溪铁
观音大师刘金龙带领同学们深入探究
铁观音茶树的奥秘与茶园管理的精
髓，通过生动的讲解和丰富的实践，为
大家呈现了一堂精彩的生态科普课，
使学生们对茶叶的种植与管理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安溪茶校的许娜萍老师
从茶叶的分类、产地到品质特点，为学

生们进行了全面的讲解。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魏月德则向同学们讲解
了安溪铁观音的“双世遗”，并希望同
学们共同保护。学生们仔细聆听，动手
实践，感受茶水在舌尖上绽放的色泽、
滋味、香气，仿佛在聆听一段段古老的
茶韵故事。

许娜萍老师介绍，此次茶文化课
程设计突出了三个特色。一是知识科
普型，以茶类认识、铁观音的茶园管
理、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申遗之路、
铁观音品鉴等专业知识进行科普；二
是技能实用型，让学生们掌握铁观音
冲泡、铁观音调饮、铁观音品鉴、铁观
音茶会组织等技能，使课程有趣、易
懂、可复制、易实施、易孵化；三是文
化自信型，邀请名师茶人参与，带领

学生走进名企（安溪铁观音集团、八
马茶业），了解铁观音产业辉煌的历
史，重塑新一代安溪青少年的文化自
信、价值自信，倡导“以茶为媒”的茶
社团交友模式、“以和为贵”的安溪茶
道精神、“以诚为信”的新一代安溪青
年的价值追求。

经过学习，学员们收获满满。优秀
学员温家琦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安溪
人，此前她对安溪茶的了解非常有限。
此次活动让她学到了许多有关茶的知
识，为以后走出家乡、传播铁观音文化
做足准备。学员陈婉清认为泡茶是一
门优雅艺术，铁观音茶艺的动作要领
展现独特之美，且安溪茶叶生态系统
独特，仍有许多待探索之处。学员吴素
云感悟到安溪茶博大精深，制茶过程
繁琐细致，彰显茶文化魅力。学员蔡雨

萱则通过学习掌握了铁观音茶叶泡饮
技巧，领略茶道韵味，对茶文化有更深
入的了解。

安溪青少年宫主任黄建福表示，
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
背景下，中国青少年宫协会高度重视
茶文化研学的教育意义，将其作为培
养青少年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的重
要途径。近年来，安溪县青少年宫立足
茶产业，开展少年茶艺课程。在此基础
上，探讨举办准大学生茶文化研学班，
让高三毕业生和返乡大学生深入了解
安溪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培养他们成
为茶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生力军，为他
们下一步走出茶乡、走进高校传播茶
文化奠定基础，为安溪茶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融媒体记者谢伟端 文/图）

安溪举办茶文化课程班

▲中国制茶
大师向嘉宾介绍
铁观音制作技艺

赏瓷品茶香赏瓷品茶香，，壶中日月长壶中日月长。。

学员们参观了解制茶工序学员们参观了解制茶工序

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合活动启动安溪德化茶瓷产业融合活动启动

现场展示安溪各企业销售的现场展示安溪各企业销售的““百茶百茶””

嘉宾向工作人员咨询德化陶瓷的工艺特色嘉宾向工作人员咨询德化陶瓷的工艺特色

◀用德化白瓷泡
安溪铁观音，来
一场茶香瓷韵的

“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