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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以“径山茶宴”为核心探索共富新招——

“径山茶宴”入选人类非遗 文旅融合香飘世界
黄丽丽 高 洁

千年径山寺，万亩径山茶。

近日，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刷爆了余杭人的朋友圈——由我国单

独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正式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径山茶宴”作为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入选人类非遗。

从茶圣陆羽于苕溪之畔著《茶经》，到“径山茶宴”入选人类非遗，

千年以降，无数人为径山的一缕茶香所吸引、所陶醉。尤其是近年来，

余杭区以“径山茶宴”为核心，深度推动“非遗+”产业融合，不断拓宽径

山茶产业链，书写了以茶文化带动乡村旅游的文旅融合新篇章。

在传承中弘扬
“千年非遗”走入寻常百姓家

“径山茶宴”的来源很“高大上”，
它兴于唐，盛于宋，是当时余杭县（今
余杭区）径山万寿禅寺接待贵客上宾
时的一种大堂茶会。

作为我国茶俗文化的杰出代表，
“径山茶宴”有严格的程序：从张茶榜、
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
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到谢茶退堂，
从十多道仪式程序中充分体现禅院清
规和礼仪、茶艺的结合。

“从 2014 年复兴以后，‘径山茶
宴’每年都会举行，但是它比较庄严和
高端，我希望能找到一种更适合普通
人的体验形式。”余杭区径山茶炒制技
艺非遗传承人俞荣华说，为了寻找非
遗与现代人之间的结合点，从 2012 年
开始，他一头扎进筹办民间茶宴——
径山茶汤会中。

在径山寺大师傅的指导下，俞荣
华联合了众多茶业人士潜心摸索茶宴
的展现形式。小至磨茶用的石磨，点
茶用的建盏、茶筅等工具制作，大到整
个茶宴的礼制流程，茶人们精益求精，
最终使径山茶汤会实现了“ 雅俗共
赏”。

如今，径山茶文化茶技艺从“非

遗殿堂”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今
年 ，余 杭 区 共 举 办 径 山 寺“ 径 山 茶
宴”6 次，“民间茶汤会”20 次。径山
村游客接待中心，每个月要接待点茶
体验者 200 多人次，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于品茶、制茶的体验中读懂茶文
化。

“我们不断拓宽径山茶文化的内
涵和外延，依托‘径山茶宴’这个核心，
进行‘一核多点、抱团发展’的布局，实
现径山茶文化的活态保护和传承。”余
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径山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必须与
现代生活相融合。为了让茶文化元素
植入人们身边的文化空间，余杭区打
造了茶文化产业聚集的茶主题公园、
茶村落、茶街区、茶工厂、茶交易体验
区等。通过举办第二十一届“中国茶
圣节”、茶祖祭典、禅村喫茶节等活动，
提升径山茶品牌效应。

与此同时，以“茶道之源”省级传
统工艺工作站为载体，余杭区致力打
造“茶道之源”文化标识，实现“非遗空
间”“非遗朋友圈”“非遗硬核产品”“非
遗双创”4 个新突破，目前已打造“浙抹

牛”“茶小僧”“鳌梨给”等系列IP 产品，
建成余杭纸伞馆、中泰竹笛展示馆等
展示空间，接下来将完善茶工坊、竹笛
工坊、纸伞工坊等一批非遗工坊。

“径山茶宴”入选人类非遗以后，
将通过 VR 展示、数字化传播、沉浸式
体验等形式，进行光影、演艺等元素的
全方位融合，持续提升径山茶文化的
生命力、创新力、新活力。

从核心中延伸
“全产业链”开启文旅融合新征程

等待一杯茶的过程，是清心静心
的过程，也是穿越时间、与古人对话的
过程。

目不转睛地盯着茶艺师手握竹制
茶筅，快速击拂杯中茶汤，再将茶筅微
微提起，茶汤颜色渐浓，沫饽渐出⋯⋯
不由让人感叹：“原来宋代文人喝茶如
此文雅、讲究。”

这样独特的体验，不仅存在于《鹤
唳华亭》《梦华录》之类的影视剧中。
每逢周末、节假日，只要走进禅茶第一
村——径山村，游人不仅可以品饮绿
茶、红茶和抹茶，还能换上宋式服装，

体验一番宋韵点茶。
在径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茶

为生，径山茶是村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但原先径山茶品质虽好，名气却
比不上西湖龙井、安吉白茶。如今，径
山村传承创新了传统茶宴，深挖抹茶
工艺，推出了抹茶冰激凌、蛋糕、面膜
等衍生品，不断延长径山茶产业链，使

茶叶的附加值显著提升。
“通过农文旅的深度融合，我们

希望能把径山茶的文化价值转化为
经济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产
业支撑。”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余杭区
推进茶文化和茶产业的深度融合，通
过精心打造茶宴体验秀、宋式抹茶
秀，推出禅茶主题精品游线，吸纳 60
多家茶企、民宿、农家乐到游线中来，
形成种茶、做茶、卖茶、讲茶全产业
链。

数据显示，余杭现有茶园面积7万
余亩，去年茶叶产值超 9 亿元，径山茶
品牌价值达26.27亿元。

在茶圣节、“径山茶宴”、茶祖祭
典、径山茶汤会等活动的吸引下，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喝茶、点茶、
买茶，也带动了周边民宿发展。

“在茶文化的助力下，我们享受
到了文旅融合的红利。”五峰山房民
宿的主人章红艳说，她从“焚香、点
茶、挂画、插花”的“宋人四雅”中汲取
灵感，使径山点茶成为一场文化表
演。她的民宿只有 6 个房间，周末常
常爆满。

茶韵之悠远，离不开世代径山茶
人的传承和发展。如今，在径山，像章
红艳这样的新乡贤、“新生代非遗传承
人”越来越多。

宴 茶·径 山 筑 的“ 当 家 人 ”周 颖
是径山村第一批回乡创业的新生代
茶人之一。她专门去浙大茶学系进
修，和中茶所共同合作，对夏秋茶鲜
叶资源进行高值化利用，推出系列
径山茶衍生品，以“互联网+”为传统
销售扩展新渠道，带动周边农户增
产增收。

“我相信千年径山茶一定会在我
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变得愈发香飘久
远。”周颖说。

随着“径山茶宴”入选人类非遗，
径山茶文化将乘着余杭区打造文旅融
合示范区的东风，走到更远的地方，走
到更多人的身边。

（图片由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提供）

花了1000多万元
挖坏三台挖掘机

4 个尾矿库，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
就是附近居民的“心病”。

富阳区历来铅锌矿丰富，采矿历史
可追溯至宋朝。作为采矿场的配套，改
革开放初期，富阳区陆续成立了 4 家选
矿厂，富阳咸康选矿厂就是其中之一。

与 4 个选矿厂相伴的，就是用于堆
放矿砂的尾矿库。它三面环山，一面筑
坝，坝身随尾矿砂堆高而不断加高。

日积月累，未及时完成清库、销库
的尾矿库一旦溃坝，很容易产生泥石
流。同时，由于尾矿砂中含有一定量的
重金属，若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土壤

和地下水均有可能被污染。
“我当了十年厂长，每天都要检测

它的安全性、稳定性，雨天更是提心吊
胆。”章金平说，尾矿库这一问题迟早要
解决。“但是，销库实在是个棘手的难
题。”

首先，销库施工难度大，处置成本
高昂。

尾矿库所处的山坳形状狭长，最深
处长达数百米。要将细砂由山坳内搬
运至外部运输车中，需要四五台挖掘机
接力操作。随着工程的进行，每挖下一
层就要拆除一部分大坝，以便继续挖
掘。

同时，由于尾矿粉末极细，湿度过
高就呈泥浆状，运输过程中会出现抛洒
滴漏。因此，运送前要将尾矿砂湿度降
低到15%以下，连续晴日时方能运送。

再则，尾矿砂综合处置去向单一，
一般只可用作水泥厂部分辅料，且用量
有限。而富阳区内仅有一家水泥厂，这

导致处置周期过长，大量尾矿砂仍将持
续堆积。

此外，这还是一个沉疴 40 余年的
历史遗留问题，而现有企业则是上世纪
90 年代转制而来——人马已换，如今
面对的是陈年旧账及高昂的处置成本。

辖区内有 3 个尾矿库的富阳区春
建乡区域发展办公室主任杨茹松替企
业算过这笔账：“每清运一吨尾矿砂，合
计成本达六七十元。”

“我们厂这 6 年一共花了 1000 多
万元，挖坏了三台挖掘机。”章金平回忆
道。据介绍，富阳区 4 个尾矿库销库工
作共花费约2500万元。

难度最大 解决最彻底

尾矿库处理共有 3 种方法，停用、
闭库、销库，解决程度与实施难度逐级
递增。

富阳，选择了实施最困难但解决最

彻底的一种。
“无论停用或闭库，尾矿库都会持

续存在。即使定期进行检测、维护，仍
会影响周边群众生命安全和环境安全，
还要耗费一定的管理成本。”杭州市生
态环境局富阳分局土壤与固体废物科
科长李碧峰说，只有销库才能彻底解决
问题。

化阻力为动力，富阳区下定决心，
对全区 4 个尾矿库进行统一整改，将问
题上报纳入重大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清
单，建立整改工作小组，邀请专家会审，
多跨协同制定方案，明确各单位职责，
确保尾矿库风险整治工作无责任盲区。

“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调动企业主
体的积极性。”让李碧峰欣慰的是，近年
来随着环保意识、安全意识的提高，选
矿企业主动求变，引入干排技术，积极
推动工艺更新。“从 2016 年起，新产生
的尾矿已达到可直运条件，做到日产日
清，尾矿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率 100%，

不再发生露天堆放情况。”
面对沉疴，富阳直击企业面临的难

点问题精准施策，全力排忧解难。
针对销库的高昂成本，富阳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撬动效应，加快绿色转化，
统筹安排生态环保专项资金800万元，
对尾矿销库进行适当比例的财政补助，
推动企业主动承担销库所需的大部分
资金，累计撬动企业销库资金 1700 万
元，引导尾矿库业主企业加快销库进
程。

针对尾矿砂处置去向单一难题，
富阳政府积极协调区内外水泥企业，
帮助选矿企业拓宽渠道，以最低处置
价格减轻企业负担。“以前只有富阳区
内一家水泥厂，经过政府协调后，我们
可以运往临安、衢州、德清、诸暨、金华
等地的厂家，大大增加了尾矿砂的综
合利用量，加快了销库进程。”章金平
说。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2022 年 8
月底，富阳区 4 个尾矿库实现全面销
库，累计清理尾矿 52 万吨，彻底解决了
由此带来的安全与环境隐患。

通过水泥厂综合处置利用等方式，
富阳在实现尾矿库销库的同时，避免了
尾矿砂二次污染，处理速度与力度全省
领先。

既要环保 又有效益

如今，章金平终于可以睡安稳觉
了。让他更舒心的是，曾经的尾矿库恢
复原态后，被种上了油菜花、桃树等，来
年还能为企业带来收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面完成
销库只是富阳“点绿成金”的第一步。

销库完成后，富阳区第一时间启动
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经专家论证，4 个
尾矿库所在位置的土壤污染风险可控，
地下水检测指标均满足Ⅳ类水质要求。

保障安全前提，富阳扎实推进四地
块土地恢复工作。截至目前，所涉87.5
亩地块均已恢复用地功能，共腾出建设
用地 37.8 亩，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
益3000万元以上，同时开展复林复耕，
累计完成复林11.7亩、复耕38亩。

“下一步，富阳将举一反三，筑牢
长效管控‘安全网’。”杭州市生态环境
局富阳分局相关负责人说，未来将建
立日常巡查机制，运用在线监控、无人
机等手段不定期开展现场巡查，确保
企业不发生尾矿堆积问题；同时，完善
制度体系，提升安全监管与生态环境
部门联动监管效能，进行环保安全双
统筹。

根除40年沉疴 恢复87.5亩用地

富阳率先实现尾矿库全面销库
李 睿 应雨芯 徐 玲

“以后再过来，这儿就大变样

了。”2016 年至今，看着曾经如两

三层楼一般高的尾矿库逐渐清空、

染上绿意，杭州富阳咸康选矿厂厂

长章金平心头的“大山”终于卸下。

尾矿库，是矿石筛选后堆存尾

矿的场所，存在一定的环境和安全

风险。富阳曾有 4 个尾矿库，超杭

州市总量半数。自 2016 年起，富

阳持续推进尾矿库销库工作，生态

环境、应急管理等多部门联合属地

乡镇街道组建工作专班，引导尾矿

库业主企业加快完成清库、销库，

同时建立完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

风险长期可控。

截至目前，该区尾矿库相关风

险隐患彻底清零，现存 4 个尾矿库

全面销库，所涉 87.5 亩地块均已

恢复用地功能，40 多年的尾矿库

沉疴终于得到根治。

（图片由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提供）

富阳咸康选矿厂尾矿库原状富阳咸康选矿厂尾矿库原状

富阳咸康选矿厂尾矿库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