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 事

本报讯 （通讯员张瑞芳 融媒体记
者谢伟端）日前，记者在安溪县湖头镇
半山村农业生态茶园看到，茶树的田垄
间套种着两行大豆，与茶苗保持45至
50厘米的距离。这正是该县茶粮间种
工作的成果。

“通过科学规划管理，大豆与茶苗
在空间和营养上实现互补，大豆的固氮
作用有效提高土壤肥力，促进茶苗生长
发育。”半山村农业生态茶园相关负责
人介绍，每亩茶园可产大豆50公斤左
右，控草率达到85%。这样不仅为茶园
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还极大提高茶园
的生态效益。

安溪县是全国重点产茶大县，共有
茶园面积60万亩。长期以来，除草管护
成本高一直是茶叶产区田间管理面临

的一大难题。对此，安溪县在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创建中，经过考察论证，开始
探索试验茶粮间种模式，即在茶园行间
套种玉米、红薯、大豆等短期作物。这一
种植模式使粮经作物与茶苗在生长空
间、营养共享上互补，实现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双赢。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介
绍，为普及茶粮间种模式，安溪县出
台专门的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茶粮间
种的实施目标、技术要点及扶持政
策；设立茶园间种粮油作物的示范
片，对达到单产要求的示范片给予补
助；成立技术指导小组，深入田间地
头，为农户提供面对面的技术指导和
咨询服务，为开展茶粮间种模式打下
坚实基础。

记者了解到，安溪县每年将建立
50个以上茶园套种粮油作物示范片，
每个示范片面积连片50亩以上，带动
全县完成茶园套种粮油作物 5000 亩
以上。

不仅如此，安溪县还加大宣传力
度，广泛宣传茶园套种粮油作物的技术
措施和扶持政策，提高合作社、家庭农
场和农户套种粮油作物的积极性，形成
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带动、农户积极
参与的良好氛围。

王小鹏表示，下一步，将依托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创建，继续深化茶粮间种
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同时还将加强与科
研机构合作，挑选适合本地环境的优质
套种粮油作物品种，提升整体种植
水平。

茶豆间种提高生态效益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谢伟端）近日，安溪

西坪镇、桃舟乡走进泉州古城系列推介活动在
泉州古城安溪馆举办，以“以源头水沏原乡茶·
源源不断”为主题，展示了乡镇的产业特色和
文化魅力，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吸引众多市民
和游客参加。

活动由泉州市委网信办、市委文明办、市
文旅局、泉州文旅集团、泉州邮政分公司指导，
安溪县政府主办，安溪县西坪镇政府、桃舟乡
政府承办。安溪县副县长林毅敏表示，此次活
动不仅是一次安溪文化的盛宴，更是展示安溪
乡镇魅力、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安溪，爱上安溪各具
魅力的乡镇。

西坪镇是安溪铁观音发源地、乌龙茶之
乡，桃舟乡则以其独特的晋江源头水和生态

农业闻名。西坪和桃舟首次联合打造的全新
IP“以源头水沏原乡茶·源源不断”正式发布，
标志着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在“西坪原乡
茶·桃舟源头水”赠送仪式上，中国制茶大师
魏月德签名茶球及晋江源水票赠予泉州见义
勇为协会、鲤城区社会应急救援联勤中心、泉
州网络传播协会、泉州青年摄影家协会、泉州
健美健身协会、泉州长跑协会等社会团体。活
动还发布了“探源之旅”研学项目，泉州宝中
国际旅行社、厦航国旅泉州分公司分别与西
坪、桃舟签约，未来将深化旅游合作，推动两
个乡镇旅游市场发展。华侨大学医学院医学
科普社团则携手西坪、桃舟，共同推动乡村健
康事业发展。在茶王品鉴会上，来宾和市民游
客品鉴今年安溪铁观音秋茶，踊跃参与体验
安溪独特斗茶文化的趣味。

以源头水沏原乡茶
安溪西坪与桃舟携手进泉州古城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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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采制专业化还体现在茶园管
理和茶叶拣梗等方面。

在安溪茶园管理中有句俗
话：“耕作，耕作，有耕才
有作”，如果没有合理、适

当的耕作管理，
茶 园 鲜 叶
品 质 将 会

逐年下降，成品茶冲泡时会出现“粗、
麻、涩”等问题，品质很难达到上乘。只
有适当合理的耕作，才能提高鲜叶品
质，大幅度提升成品茶的品质。

近日，在安溪县感德镇感德品苑的
茶叶基地里，记者看到安溪县技能大
师吴堃东与茶农们交流茶园管理经
验。吴堃东说，树冠调整修剪管理和土
壤耕作管理，是提升鲜叶质量水平的
基础。安溪县生态茶园管理讲究“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安溪广泛分布

着火山岩、片麻岩、石英石等风
化形成的土壤，富含大量微
量元素。茶园管理的土壤耕

作，是为了让茶园土壤
松软，透气性好，渗

透性强。为此要
刨掉、刨断茶树

部 分 旧

根系，使其长出新根系，为铁观音的鲜
叶品质打好基础。同时对茶树树冠进
行调整，修剪掉多余的“鸡爪枝”及病
枝、弱枝，并将它们翻耕进土壤中，与
有机肥一同发酵，使其产生对茶树生
长有益的物质，提高生态茶园肥力，达
到通风性好、土壤透气性高的目标。

“这样的茶园产出的茶青，能提高
茶叶中的内含物，提升成品茶品质，茶
叶在冲泡过程中香气能更为明显、滋
味鲜爽绽放，茶汤内含物高，滋味醇
厚，甜味感强。”吴堃东表示，“原来的
管理模式下，假设茶园单产只有50公
斤，现在的模式下，便能增加到 85 公
斤，产量增加了，品质好，价格也能升
高。”

据了解，该基地每户茶农每年都有
十多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收入，越
来越多的茶农想加入。“对有加入意向
的茶农，我们都会先去看看他们茶园
的生态、位置、土壤，如果都合格了，还
要带他们参观我们的示范茶园，要求
他们对标改造。”

拣梗也呈现专业化趋势。秋茶期
间，记者在安溪铁观音主产区感德了
解到，感德有专门的拣梗队伍。一斤品

质上乘的铁观音净茶，拣梗成本
为150元，此价格与高档毛茶几
近持平。这背后凸显出拣梗工作
对茶叶品质的关键影响。感德金
牌茶师傅陈志鹏介绍说，拣梗工
技术的优劣直接关乎茶叶品质。
技术欠佳的拣茶工会误将优质
茶叶拣除，却留下品质不佳的部
分，给茶农和茶商造成经济损
失。而像陈志鹏这样的茶叶批发
商，当客户购买毛茶后，他们能
够协助客户对接拣梗工，确保茶
叶经过专业拣梗后以净茶形式
交付到客户手中。这一服务有效
解决了部分茶商面临的拣梗工
难寻的棘手问题，实现了产业上
下游的顺畅衔接。

在安溪县城，冠和名茶和华
源茶业等企业均拥有稳定的拣
梗工队伍。每至茶季，这些拣梗
工便忙碌起来，持续数月深入
茶叶企业开展拣梗工作。安溪
茶都同样活跃着一批专业拣梗
工。泉州茶商余明辉告诉记者，
这些拣梗工主要承接外地收购
商的业务，外地收购商白天在
茶山收购毛茶，夜晚便将毛茶
交予拣梗工。经过数日的精细
拣梗，收购商最终带着高品质
的净茶而归。
据了解，茶叶采制的专业化实

现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了茶叶
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稳定性。茶叶品
质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安溪茶在市场
上的竞争力，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增加茶农和企业的收益。

耕作有道 拣梗专业

茶园管理注重科学耕作，采制过程汇聚“高手力量”，拣梗亦有专业队伍

精细分工赋能安溪茶业高质量发展
“好茶源于好分工”，这是今年秋

茶季安溪县涉茶部门总结出的经验。
目前，安溪茶叶采制专业分工更趋细
化，形成茶叶采摘、茶叶集中初制、茶
叶拣梗等专业化服务队伍。

这些队伍多以茶叶初制集中加
工点、茶叶专业合作社或茶业公司为
依托，推动了安溪茶产业朝着标准
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融媒体记者 谢伟端/文 受访
者/供图

茶叶初制是茶叶采制专业化中最
核心的环节。

秋茶季，安溪湖上乡的双旅茶业通
过集中加工，让制茶过程更加专业，为
茶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据安溪铁观音
名匠、双旅茶业有关负责人陈繁荣介
绍，在茶季期间，采摘后的茶青被迅速
集中起来，统一送往位于湖上乡的茶叶
加工厂。这座加工厂的前身是一所闲置
的小学，双旅茶业将其盘下并改造成为
茶叶加工基地。其占地面积达2000平
方米，宽敞的空间为茶叶加工提供了充
足的场地。安溪铁观音大师刘协宗，以
及安溪铁观音名匠陈宁石、陈清龙、刘
协明、陈繁荣等纷纷来到现场，为茶农
们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从茶青的摊青
环节开始，就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在
摇青过程中，根据茶青的状态精准调整
摇青的力度、时间和频率，确保茶叶能
够充分发酵，激发其独特的香气和口
感。杀青环节更是关键，他们指导工人
精准控制火候和时间，锁住茶叶的鲜度
和营养成分。揉捻时，他们亲自示范，让
茶叶形成的外形更美观。

对于茶农而言，这种集中加工模式
带来了诸多好处。他们不再需要为茶叶
的加工技术发愁，能够有效提高茶叶的
产量和质量。同时，在安溪铁观音大师
和名匠的指导下，茶农们的制茶技术也
得到了显著提升，为今后的茶叶生产积
累了宝贵经验。从公司的角度来看，集
中加工不仅能够保证茶叶品质的稳定
性和一致性，还便于进行标准化管理和
质量控制。通过整合资源，茶企提高了
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市
场竞争力。而且，与茶农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实现了互利共赢，有助于茶产
业持续稳定发展。

在安溪，除了双旅茶业，众多茶叶
专业合作社和茶业公司纷纷采用集中

加工模
式，推动茶产
业专业化。比
如，茶季期间，虎
邱罗岩茶叶专业
合作社的茶农们将
茶青统一送往合作
社的加工点。在这里，
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
为茶农们提供专业且统一
的制作指导。合作社还为茶农
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与支持。茶
叶机械免费供茶农使用，极大
地减轻了茶农的设备购置负担。场
地费和电费均由合作社承担，解决
了茶农在加工过程中的后顾之忧。以
往，茶农们因自身技术局限以及家庭场
地条件不佳等因素，制作出的茶叶品质
参差不齐。如今，在合作社的集中加工
模式下，这些情况得到了有效改善。茶
农们不仅能制作出品质更好的茶叶，还
能在交流和共同作业的过程中，不断学
习提升自己的制茶技术。

师傅出手 好茶不愁

采青教学采青教学

生态茶园生态茶园

茶叶集中加工茶叶集中加工

拣茶梗也可机械化拣茶梗也可机械化

制茶能手指导茶农管理茶园制茶能手指导茶农管理茶园

专业化拣梗专业化拣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