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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莹

沐浴着春日的阳光，走在福建省福
鼎市广袤的茶山间，眼前是无垠的绿色，
耳边是轻柔的山风，鼻尖是淡雅的茶
香。清脆的锣声响起，随着一声嘹亮的

“开茶咯……”，整个茶山顿时沸腾起来。
这里是福鼎，中国白茶的发源地。

2023 年全市茶园面积 36.2 万亩，可采摘
面积 30.5 万亩，茶叶总产量 3.2 万吨，其
中白茶产量 2.3 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
150.13 亿元。如何把一片叶子的文章做
好？我们走进福鼎，探究福鼎白茶的品
牌成长之路。

科技加持让质量稳中向优

“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陆羽
《茶经》中的白茶山即福鼎市南部的太
姥山，而太姥山就是福鼎茶树品种的发
源地，孕育着“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
茶”等国家级茶树良种。

为什么是福鼎？北纬二十七度，这
是白茶的黄金生长地带，依山傍海的福
鼎占足了地理优势，海雾、山雾、溪雾、云
雾在此汇聚交融，茶树常年笼罩其间，芽
叶逐渐成长为制作白茶最理想的原材
料，最终成就一杯富含白毫且毫香突显
的福鼎白茶。

“我们福鼎多山地和丘陵，本就是滋
养好茶的地方。”福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黄义杰说，为了保证茶青的质量，福鼎从
源头把控，用制度护航、科技加持。

质量安全是茶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在福鼎的茶园里，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
等防控措施早已替代了化学农药。“每年
我们都会提前一周对全市即将开采的茶
园进行大面积的抽检速测。”黄义杰说。
不仅如此，福鼎认真落实红黄码管理制
度，茶农违规使用除草剂、吡虫啉赋红
码，全年禁止交易。违规使用化学农药
赋黄码，被赋予黄码的茶农将暂停交易 7
天，7 天后恢复交易但会全年展示黄码，
提醒收购人员注意农残风险。

为了更全面、系统地管理，福鼎白
茶大数据溯源平台系统自 2021 年 3 月
10 日起正式上线，全市茶青采摘、交易
及茶叶生产、销售过程全面纳入。“我们
有自己的茶园信息卡，交易时出示二维
码，茶商扫描，所有的信息就都上了系
统了。”茶农潘世安边展示信息卡边补
充道，“卡就是通行证，没有卡，茶青就
交易不了。”

二维码一扫，交易内容精准记录，
茶企可以线上即时查看，政府端可以实
时管理交易数据内容。“这就是全市茶
园茶企的大数据库，也是一套防伪系
统，让每一片茶叶有据可循、有据可查，
最 大 限 度 维 护 原 产 地 茶 农 茶 企 的 利
益。”大数据中心管理人员方祖淳说，平

台投入使用以来，茶农累计凭卡出售茶
青 16.45 万吨，涉及金额 64.72 亿元，为
433 家茶企发放溯源标近 1200 万枚。

不仅如此，福鼎还注重科研体系和
专业队伍建设。加强与高等科研院校
的交流合作，将白茶年份转化鉴定、品
质等级鉴定纳入开放课题研究范畴，提
高科研项目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依托
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及福建
省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等项目，推动
茶产业“天地空”一体化茶园监测系统
发展。与此同时，乡镇茶技站、大数据
乡镇工作站、福鼎白茶科特派实践站、
福鼎白茶专家人才库、中国白茶研究院
专家组等专业化服务网络更加完善。

文化赋能让品牌更具内涵

“龙年福鼎·茶和天下”，为期半个
月的第十三届福鼎白茶开茶节日前刚
刚落下帷幕。以白茶为核心，福鼎不断
拓宽外延，精心打造品牌，做深“白茶+”

“+白茶”。
“中国白茶交易嘉年华、首届中国

茶业百强县域篮球公开赛、福鼎白茶品
牌建设大会，还有茶旅、祭典、音乐会等
一系列活动。”谈及开茶节，福鼎市茶产
业发展中心主任张青碧滔滔不绝，通过
系列活动，进一步促进白茶文化与民俗
文化、畲族文化等传统文化相融合。

在福鼎，一直流传着尧帝时太姥娘
娘用白茶治疗小儿麻疹的故事；畲族提
线木偶戏非遗传承人钟昌敢将木偶戏与
白茶相结合，创作出独特的木偶泡茶
……白茶，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从俗语“茶哥米弟”便可窥见其地位和分
量。白茶庄园、白茶博物馆、白茶观光
园、白茶文化体验馆……想了解茶文化、

体验制作技艺，这在福鼎不是一件难事。
“和其他茶不同，白茶不炒不揉，萎

凋干燥，自然天成。”福鼎白茶传统制作
技艺非遗传承人陈祖贝介绍，福鼎白茶
制作技艺（白茶类唯一）成功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四分靠萎凋、三分靠养茶，
三分靠烘焙。”新鲜采摘下来的茶青需
第一时间充分摊开，在阳光、轻风的作
用下多余的水分被慢慢带走，从而更好
地完成萎凋。

“合格的白茶成品，含水量不能超过
8.5%，如果长期保存，水分应该控制在
5%-6%。”陈祖贝边查看茶青边说。经过
阳光的萎凋，茶青需转移到干净清洁的
车间里进行养茶，等待下一轮的烘焙。

“温度不能太高，低温慢焙，不然会破坏
白茶的营养成分，也会影响口感。”全程
手工，最大程度保留茶叶的内含物和活
性酶，从而成就地道的茶香茶味。

“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随着存储
时间的推移，白茶内含物也逐渐转化，产
生易被人体吸收的营养成分。“你看，老寿
眉的汤色是琥珀色，可以柔滑挂杯。”陈祖
贝托起茶杯展示，“茶汤醇厚绵柔，有专属
的陈韵，枣香、药香，回甘强烈，老银针还
具有独特的‘毫香蜜韵’。”陈放多年的福
鼎白茶，香气和汤色更加迷人。

“接下来，我们要大力冲刺福鼎白
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工作，开展‘农业文化遗产里的福鼎
白茶’宣传活动，实施‘农遗良品’培育
计划，进一步提升福鼎白茶文化影响
力。”张青碧说。

产业助力让白茶香飘万里

“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

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之
一，福鼎白茶以其独特的风味远销海
外。如今，福建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福鼎白茶以崭新的姿态再次
香飘世界。

福鼎不断加强品牌建设，逐步实施
“走出去”战略。据了解，福鼎去年组织
近 200 家茶企参加了 16 场国内外博览
会，并到迪拜、摩洛哥等地参展推介。
同时，作为中国茶唯一代表参与中国驻
迪拜总领事馆举办的 2023 迪拜中国周
系列活动，并开展福鼎白茶助力极地科
考等活动，福鼎白茶的品牌价值进一步
提升。

“支持企业通过自身条件，选择合
理的模式，开展白茶出口贸易，同时推
动跨境电商的发展。”福鼎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市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蔡梅生表示，要借势“一带一路”国
际化合作和茶叙外交文化输出，用足、
用好政策和新增海关白茶税则号，更好
地服务企业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今
年我们要突出做好品牌化经营，策划好
在重点销区宣传营销，扩大福鼎白茶品
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在传统
外销基础上融合白茶文化、科技创新，
传播健康生活方式，促进新一轮走出去
和品牌文化输出。”

“现在越来越爱喝茶了，红茶、绿
茶 、黑 茶 都 试 了 一 遍 ，最 终 选 择 了 白
茶。口味淡雅，挺健康的。”以前至少每
天一杯咖啡的北京白领周静现在是福
鼎白茶爱好者。“忙的时候人就容易急
躁，喝喝茶可以让自己静下来。我查了
查，白茶富含茶多糖、茶氨酸等，确实能
帮助缓解疲劳。”如今，年轻人更加注重
健康，而白茶的保健功效则与之契合。

“白茶包容性很强，有时候我还会加点
玫瑰花、茉莉花、陈皮等一起冲泡，别有
一番滋味。”

冷萃白茶、白茶冰激凌、白茶曲奇……
在福鼎的茶馆，以白茶为原料的各类创
新茶饮小食琳琅满目，新颖独特。走进
商超，白茶护肤品、白茶保健品更是夺人
眼球。佳阳“三茶统筹”学习实践基地、中
国白茶博物馆、白琳古茶街、江美高标茶
园、华熙元白茶小镇……一系列茶旅融合
项目正落地生根，串珠成链形成独具特色
的茶旅品牌。“白茶+美食”“白茶+旅游”

“白茶+电商”等更具活力的新业态新模
式正加快推动白茶产业从传统种茶制茶
向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迈进。

“新一年茶产业工作将按照‘以进
求稳、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和福鼎白
茶‘3+2’发展方向，扎实推动茶产业全
产业链条提质增效，努力实现 2024 年茶
产业综合产值 165 亿元以上，为打造共
同富裕福鼎样板做出积极贡献。”蔡梅
生表示。

一 叶 青 百 业 生
——福鼎白茶品牌成长记

新鲜采摘的茶青正在进行萎凋。 朱刚群 摄

□□ 莫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西吉的好东西太多了！”在宁夏银川
新百大卖场良田店的展出现场，市民李大
爷高兴地说。近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与
新百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西吉好东
西”正式入驻新百连超。来自西吉的牛
肉、马铃薯、粉条、杂粮、胡麻油、芹菜汁、
土蜂蜜等多种“西吉好东西”集中展出，琳
琅满目的特色好物令人目不暇接，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来参观、选购。

西吉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天峡表示，

“西吉好东西”正式入驻新百连超，充分借
力新百集团大型百货零售企业市场优势
和新百连超品牌优势，拓宽“西吉好东西”
销售渠道，推动农产品由品质好向卖得
好、效益好转变。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
桌。西吉县的土特产出村进城，不仅得到
了消费者的青睐，也鼓起了农户增收致富
的“钱袋子”。

西吉县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
所产粮、肉、果、蔬诸类皆为“西吉好东
西”。西吉牛肉味道鲜美、肉质细嫩，富含
蛋白质和亚油酸，营养价值极高；马铃薯

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生产加工的“红军
粉”“酸辣粉”筋道光滑、口感一流；芹菜、
甘蓝、菜心等高山冷凉蔬菜质地脆嫩、芳
香甘甜，“西吉芹菜”“西吉马铃薯”被评为

“中国驰名商标”，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目录；小米、胡麻油、荞麦面等小秋杂粮
富含硒、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具有良好的
保健功效。“西”字号农产品凭借生态、绿
色、无污染的上乘品质，赢得了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

近年来，西吉县全产业链布局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培育形成了肉牛、马铃薯、冷
凉蔬菜、杂粮（油料）四大产业集群，持续

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上狠下功夫，做好“土特产”文章。
截至目前，西吉县在全国省会城市及一
二三线城市打造“西吉好东西”销售门店
30 家，以挂牌“西吉好东西”实体店为销售
窗口，推动西吉县特色农产品进一步走
出去。

下一步，西吉县将持续打响“西吉好
东西”品牌效应，不断做好“土特产”大文
章，加快实现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
变。进一步持续深化与新百连超产销对
接、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让越来越多的

“西”字号农产品出固入银、走向全国。

宁夏“西吉好东西”出村进城入驻新百连超

□□ 张继锋 陆爽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缥缈的薄雾
洒落在山峰上、小溪里，给雄奇的医巫闾
山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早春的辽宁省
北镇市颇有些寒意，沿医巫闾山脚下北
闾线公路穿行，是绵延 52 公里的葡萄经
济带。

来到常兴店镇范屯村，北镇市鸿远葡萄
生产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鸿远合作社”）
的大棚里生机盎然，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
挂满藤架，闪耀着珍珠般诱人的光泽。这里
有巨峰、香悦、醉金香等十多个葡萄品种，

“五一”前后就可以上市销售。据了解，鸿远
合作社占地面积 1600 亩，园区全部采用自

动化滴灌，是当地最大的葡萄合作社，种植
的“闾山常兴”牌葡萄屡获国家、省、市各项
大奖，远销上海、深圳和武汉等地。

北镇葡萄，有 300 多年的栽培历史，现
已形成纵贯医巫闾山脚下南北 52 公里的
葡萄经济带，种植面积 15.8 万亩，产量 23.7
万吨，产值 16.59 亿元。北镇葡萄早中晚
熟品种齐全，主要有巨峰、辽峰、巨玫瑰、
阳光玫瑰等 20 多个品种。

北镇市制定了北镇葡萄品牌振兴发
展计划，在全国率先探索区域品牌规范有
效的管控模式。成立了北镇市葡萄协会，
负责管控品牌，以葡萄农庄为载体，坚持
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营销、统一服
务，从产业链视角全面规划和管理北镇葡

萄的生产与经营。为提升品牌认知度，打
造了一系列“一心一意、北镇葡萄”的卡通
人物形象、宣传语等识别系统。北镇市全
面构建大数据体系，开展新型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建立“从田间到舌尖”的全程质
量安全控制体系，实现葡萄产品绿色生
产，保障了品牌品质和产品安全。

北镇现有葡萄恒温冷库 4700 多座，储
藏保鲜 18 万吨以上，是全国家庭机械恒温
冷库最多、贮藏保鲜数量最大的贮藏保鲜
基地。贮藏保鲜期从最初 60-90 天延长到
120-180 天，葡萄销售由过去的季产季销
变为多季错季销售，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
葡萄上市销售。

翻开北镇葡萄大事记，记录着北镇葡

萄的发展之路：1988 年和 1998 年先后两次
承办全国葡萄学术研讨会；2001 年，同辽
宁省农科院共同承担了国家“十五”期间
攻关项目《无公害葡萄生产关键技术集成
与产业化示范》；2012 年 8 月 3 日，农业部
正式批准对“北镇葡萄”实施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保护；2017 年，入选全国百强区
域公用品牌；2018 年，成立北镇葡萄品牌
研究院；2019 年 11 月，入选中国农业品牌
目录；2021 年 12 月，北镇葡萄纳入 2021 年
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如今，北镇市已成为东北最大的葡萄
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县，是闻
名全国的中国巨峰葡萄之乡、中国葡萄贮
藏保鲜第一县。

辽宁省北镇市：北镇葡萄四季甜

□□ 陈三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近日，荆楚粮油“守护品质 提振消
费”主题活动日在湖北武汉启动。本次
活动由湖北省粮食局、湖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指导，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湖
北省粮食科技与经济学会主办。目前，

“荆楚粮油促销季”系列活动已持续开
展 15场。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油加工大省，近
年来，湖北围绕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
牌、质量追溯、粮机装备、应急保障能力、
节粮减损健康消费等“六大提升行动”推
动实施新一轮优质粮食工程，打造一批
好粮油产品，提升了粮油产业质效。截
至目前，湖北已培育 133 个“荆楚好粮
油”产品，其中“中国好粮油”总数达到38
个，2022-2023年度“荆楚粮油”省域公用
品牌价值为608.9亿元。

活动现场，以湖北省粮油集团、湖北
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 40 余家
粮油企业携百余款省内特色优质粮油产

品集中亮相，折扣多多，价格优惠，吸引
不少市民驻足参与。“牢记‘荆楚粮油’的
责任和义务，凝聚行业力量、企业力量及
企业家力量，承担起‘荆楚粮油’产品质
量安全的神圣责任，为维护‘荆楚粮油’
品牌声誉，构建安全和谐消费环境，推
动湖北粮油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启动仪式上，湖北多家优
质粮油生产企业代表郑重发布“3.15 品
质宣言”。

据了解，此次“荆楚粮油促销季”主
题活动既是为提振消费、激发市场活力，
也是湖北省粮食局落实做实“荆楚粮油+
企业产品品牌”（“江汉大米”“湖北菜籽
油”）双品牌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致力
于以湖北优质粮油等农产品为载体，引
导“荆楚好粮油”产品生产企业参与品牌
共建共享，扩大湖北粮油产品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提升湖北粮食产业竞争力。
接下来，“荆楚粮油”还将与湖北省优质
粮油企业代表携手并进，继续坚持开展
进商超、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景
区、进高铁等“六进”项目。

湖北举办荆楚粮油“守护品质 提振消费”主题活动

□□ 吕羡林 刘惠平

“我是附近居民，刚开张的时候过
来吃过这个黑小麦馒头，口感不错，味道
也挺好的，非常健康，价格也能接受，现
在都是老顾客了。”新疆博乐市市民苏先
生口中的这家新疆兵团八十六团黑麦体
验馆，经营黑麦挂面、黑麦馒头、黑麦拌
面、黑麦饺子等以黑小麦为主原料的系
列食品。

“我们黑麦馍馍每天至少出两波，
1000 个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 3000 多
个。”体验馆馆长彭成介绍，来店里的
顾客不仅可以打卡品尝，还可以在馆
内体验石磨加工黑麦面粉的全过程。
同时，体验馆还推出了真空包装黑麦
馒头，线上、线下共同发力，销往新疆
乌鲁木齐、石河子，以及武汉、青岛等
城市。

不仅如此，在博乐市光明路的八
十六团特色农产品展示厅，以黑小麦

面粉为主要原料开发的黑麦坚果列
巴、黑麦巴哈力、黑麦牛乳馕、黑麦切
片面包、黑麦酸奶面包等“黑麦全家
福”齐刷刷地陈列在货架上，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选购。

新疆兵团八十六团聚焦农作物绿色
种植、农产品生态安全、有机食品精深加
工，通过龙头企业引领合作社发展，加快
黑小麦产业商业化、绿色化、品牌化生
产，持续推进黑麦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 年，八十六团在温泉高寒地区开辟
黑小麦种植基地 540余亩，并开发了“灵
峪双河”“黑珍珠”两个品牌系列黑小麦
食品20多种。

八十六团党委常委、副团长关虎表
示，下一步，八十六团将进一步健全和拓
展“黑麦经济”产业链，在出精品、树品牌
上下功夫，在提高市场占有量上提质增
效，在拓展全产业链上多点发力，推进黑
麦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全面激活黑麦
经济发展活力。

新疆兵团八十六团

打出黑麦产业组合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莹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位于黄海之
滨，充足的优质水源，钾含量丰富的滨海
盐渍型水稻土，造就了粒粒饱满、香醇绵
甜的射阳大米。

“我们现在种大米都跟着专家走，不是
自己随便种。”一辈子和射阳大米打交道的
李方明尝到了科学种植的甜头，“品种怎么
选，具体怎么种植、管护，包括后续的收
贮、加工包装等，都有要求。对照着执行，
大米不仅长得好、收获多，价格还高。”

为了进一步提高射阳大米的标准化
生产水平，射阳从稻谷栽培技术、原料储
藏技术等几个方面细化制定了相关标
准。同时，坚持将选定优良品种和培育
专用良种相结合，与江苏省农科院合作
建立射阳大米产业研究院、博士工作站，
成功研发了鹤香粳1号、2号、3号系列品
系，有效提升了射阳大米的品质。

“2019年开始，全面建立了射阳大米
质量安全溯源平台，实行统一标识、证码
合一‘双码’管理。”射阳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所谓“双码”，就是射阳
大米品牌二维码和企业追溯码。“品牌二
维码记录的是射阳大米的品牌概况，企业
追溯码则是企业证照、产品检测结果、合
格证、种植加工生产过程等信息。这些都

有专人维护，实时更新。”实施“双码”管
理，可以有效防范品质不纯、包装印制混
乱、安全保障薄弱、监管消费查询不便等问
题，进一步保证了射阳大米的质量安全。

大米种得好，还得销得好。射阳注
重多渠道营销，坚持普通大米占市场、中
端大米创效益、精品大米打品牌。在全
国各大城市建立稻米直营店、联营店，并
在电商平台设立官方网店。“每年销往上
海的射阳大米达 50多万吨，占上海市场
的四分之一。”李方明很是骄傲。射阳在
稳定巩固江浙沪市场的同时，还积极拓
展云贵川等市场，把射阳大米的品牌越
打越响。同时，注重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研发销售以射阳大米为原料的年糕、粽
子、八宝粥、米糠油等特色产品。

文化是品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
核心内涵。为展示发展成果，总结品牌
建设经验，射阳大米文化馆应运而生。
走进文化馆，“品牌化引领、标准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智能化管理、规模化发展”
的射阳大米产业发展战略十分醒目。不
仅如此，射阳县还编印了《射阳大米》丛
书，从地理环境、品质特色、人文历史、品
牌建设等方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射阳大
米的相关情况。同时，制定了“射阳大
米”专题农旅融合发展规划，积极打造农
业文化教育基地。

江苏省射阳县

射阳大米粒粒香

近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20多万亩埇桥西瓜进入枝蔓整理、人工授粉的关键
期，种植户们抓住有利时机加强管理，力争有个好收成。图为顺河镇马场村，刘洪楼
夫妻二人正在整理西瓜枝蔓。 祝家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