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茶文化体系

刚进入傍晚，陕西咸阳特色街
区福园巷子的露天茶馆里已座无虚
席。茶客们三五人围坐一桌，面前
是正烧得咕嘟咕嘟的罐罐茶，人们
按照口味喜好向罐里添上红枣、陈
皮等各种佐料，抬头赏晚霞，低头饮
热茶。此时此刻，茶是一种饮品，也
代表了一种生活。

近年来，制茶、冲泡、饮茶等茶
事活动越来越受欢迎，与茶有关的
新消费方式也更加多样。新茶饮头
部品牌喜茶相关负责人介绍，以打
造“茶空间”为特色的新茶饮消费方
式正在一些城市走红。比如，喜茶
丽水银泰城店从浙江省丽水市当地
的山水田野中汲取灵感，使用当地
盛产的竹子作为门店装饰材料，打
造了一个充满田野绿意和原始之美
的茶饮空间。

有10余年茶文化传播推广经验
的九嵕堂创始人蔡晓，也亲身感受
到了茶行业越来越“热”的变化。蔡
晓回忆，11年前刚着手做茶室时，参
与的人很少，但如今茶室在全国已
成立了22家分支机构。年轻人对茶
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加，以茶艺课
堂进高校为例，第一年相关课程只
有15人报名，但不到两年，报名人数
就达到400多人。

变化缘何而来？“因为现在茶更
好喝了，喜欢茶文化的人更多了。”
这是多位茶行业从业者给出的答
案。过去，很多消费者之所以不爱
饮茶，一方面是因为储存条件和冲
泡方式很容易影响茶的口感，如水
温不够、坐杯时间过长等；另一方面
则是茶的品类较为单一，茶品研发
缺乏时代性，文化附加值不高。

如今，茶行业正在从生产、流
通、营销各环节让喝到一杯好茶的
门槛变低。精锐创意包装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相较之前拼接罐的茶
叶包装形式，现在很多茶企选择食
品级多次密封罐，这种包装设计借
助旋转牙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开
启后依然不影响茶叶口感的密封效
果。与此同时，茶叶的分装形式也
更加便携小巧，通过设计工艺的不
断突破，茶叶摇身一变，成了重量仅
5克的小茶砖，冲泡指导也在包装上
清晰可见。不少企业逐步建立起了
包括水果、牛奶、茶叶等在内的新茶
饮供应链标准体系。

“中国茶的内在是茶文化，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之一。”
正山堂品牌创始人江元勋认为，发
展茶产业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满足当
下消费者对中国茶文化的兴趣和需
求，构建具有时代性的茶文化体系。

“采茶喽！”茶山深处传来阵阵喊
山声，浙江绍兴新昌县的茶农们身背
茶篓，轻掐嫩芽。双手飞舞间，今年第
一杯大佛龙井新茶上市在即。

春暖大地，芳芽吐绿，茶叶飘香正
当时。“作为世界第一大茶叶生产国与
第一大消费国，我国茶产业20余年
来始终稳定向前发展。”在日前举办的
第十八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宗义
表示，我国茶产业在助力乡村振兴、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振
经济、服务新发展格局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经济、文化、生态建设作
出了贡献。

春茶飘香
产业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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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9日，正在摩
洛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
员会第十七届常会传来喜讯，我
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成功通过评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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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标志着中国茶再次得到国际认
可，成为我国茶产业走向世界的
又一重要符号。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我
国茶业综合产值已近7500亿元，
有超150万家茶叶相关企业。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表示，
发展茶产业既可以提高茶农收
入、振兴经济，又可以保护生态环
境、发展旅游，还能够提升文化内
涵、唱响品牌。

在茶产业蓬勃发展的进程
中，一些有创新精神的茶叶品牌
也不断壮大。备受市场欢迎的
“金骏眉红茶”正是由江元勋带领
团队通过创新融合研制而成，当
年“金骏眉红茶”的推出，一举扭
转了我国红茶销售长期依赖外贸
的局面，开启了国内红茶消费市
场的新纪元。

不过，放眼行业整体，我国茶
品牌建设依然有较大空间。《2022
中国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提到，当
前我国茶叶品牌总数及规模总体
偏少偏小，品牌价值及影响力偏
低偏弱，品牌引领作用还不够强，
国茶品牌建设任重道远。

对此，江元勋认为，一方面，
要加大茶叶综合技术创新，以品
种、加工工艺和技术设备等的改
进来提高茶产品质量、特色与标
准化水平，走出超越外贸原料模
式的品牌化的发展路线；另一方
面，要以全产业链的标准化为抓
手，推进茶产业智能化和集约
化，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打造
面向全球消费人群和消费场景
的产品、企业和品牌，形成面向
国内外都具有竞争力的国茶产
业结构。

“每一个成熟的茶品牌背后，
都离不开完整的现代化全产业链
体系的支持。”在北京小罐茶业有
限公司副总裁梅江看来，品牌化
是中国茶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必经
之路。现代化的茶园管理、全智
能化的初精制一体化生产线、智
能仓储物流等都是现代工业为品
牌化发展提供的硬件基础。未
来，要在做好产品的基础上，讲出
独属于中国茶的故事，在科学土
壤上结出人文果实。

（刘瑾 纪文慧）

当科技赋能传统茶产业，
茶工厂里的“黑科技”让人惊叹
不已。近日，泾渭茯茶数智工
厂在陕西咸阳正式投产。据介
绍，该工厂集数字化、绿色化、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于一
体，是全国首条茯茶数字化生
产线。

在数智工厂内，地面间隔贴
着正方形二维码条，搬运机器人
头部亮着两束红光，扫码前进，
将货物送入相应货位。在遵循
传统制茶工艺的基础上，数智工
厂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的方式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实
现了茶品生产全流程可追溯，标
准化程度得到显著提高。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茶产
业与国外存在差距，一个关键
问题就是标准化不到位。”安徽
农业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
夏涛坦言，标准化生产关系着
茶品规模化和品质均一化，只
有解决了标准化问题，品牌支
撑才更有内涵，高质量茶品生
产才更稳定。

以茯茶生产为例，作为一
款发酵茶，如何让每一块茶砖
都能达到稳定且一致的发酵程
度？泾渭茯茶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歆介绍，数字化产线上设有
大量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点，这
些采集点包括产品加工等信
息，借助大数据分析将其和产
品质量关联起来，从而进一步
优化流程参数与生产工艺，达
到茶品生产更加可控的状态。

如今，数字化已经融入茶
产业全链条。2021年，针对白
茶品牌辨识度低、行业管理难
等情况，浙江湖州安吉县创新
推出安吉白茶数字化管理体
系，推动白茶产业治理模式变
革。安吉县鄣吴镇玉华山茶厂
员工陈淑芳感慨地说：“有了数
字化的新科技，种茶省力又省
心。气象信息、病虫灾害预警，
还有科学施用农药方法都能随
时掌握，有啥不懂就线上咨询
农技专家。”

如今，走进安吉白茶核心
生产基地，全景可视化视频监
控映入眼帘，农产品质量检测
等智能管理装备信息在屏幕上
实时更新。安吉经见茶叶有限
公司总经理沈亚冰表示，有了
数字化赋能，多年来制约行业
发展的茶叶产能低、茶园管理
不精细、用工成本高等痛点得
到解决，安吉白茶的单价也有
了明显提高。

数字化持续赋能 品牌发力高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