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松阳正在努力给这片“叶子”
装上科技的引擎，插上数字化的翅膀，
使它真正成为富裕一方百姓的金叶子。

农业种业是整个产业链的源头和
根本，我省首个大型茶树种质资源圃便
落户于松阳。这里的茶园共有 218 亩，
栽种了 2800 多份茶树种质资源。截至
目前，资源圃已收集、种植保存优异种
质 4100 份，建成茶树、中药材、雪梨、柑
橘、柚类、海岛特色农作物等 6 个省级
种质资源圃。

走在松阳茶园，随处可见 5G、物联
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的运用，这些“茶
科技”正成为激活松阳茶山的“新密
码”。目前，松阳茶园修剪、茶树病虫害

防治机械化率达 100%。茶叶除霜机、
喷滴灌、太阳能杀虫灯、信息素诱捕器
等先进科技装备在茶园普及应用，增强
了茶园抵御高温干旱、低温冻害等恶劣
天气能力，实现了茶叶种植的高效化，
从源头上保障了茶叶的高品质。

每年春季，采茶工短缺困扰着不少
茶农。为此，松阳联合浙江理工大学、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开
展“智能采茶机器人”研发攻坚、茶叶全
程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应用项目研究，
实现智能采茶机商业制造规模化产业
化，积极推进名优茶机械采摘，推进茶
叶全程机械化。据悉，目前该项目关键
核心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只需短短一分钟左右，一锅扁型茶
就在生产线上完成了。如今，在松阳

“机器换人”已经进工厂，更多茶叶实现
标准化生产。目前已累计完成标准

化茶厂改造 180 余家，茶叶加工快
速向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迈进。

随着浙江农业“双强”行动
的深入实施，从茶园到茶叶生
产车间，松阳茶产业的新变革
正在不断酝酿，机械化、智能
化、数字化加快推进。

如此规模化、标准化、优
质化、品牌化发展，离不开松
阳茶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
协助。该综合体共集聚 24 家

创新服务机构，引进中国农科院茶叶研
究所、浙江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大院
名校创新资源，围绕茶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开展数字化服务、产品设计、科技
合作等服务，全力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

预计到 2025 年，松阳将实现茶叶
耕、种、采及加工基本机械化，其中茶园
修 剪 、名 优 茶 加 工 机 械 化 率 均 达 到

100%，累计培育茶机设备制造龙头企
业2家，茶叶精深加工龙头企业2家，省
级茶叶龙头企业3家。

未来，松阳将在茶产业强链、补链、
延链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全力打响“中国有机茶乡”金名
片，继续把绿叶变“金叶”，用“一片叶子
富一方百姓”，在以绿为底色的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

智能创新的茶科技

如今，茶产业已成为松阳名副其实
的富民产业。全县共有生态茶园 15.32
万亩，茶叶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135 亿
元；40%的人口从事茶产业，50%的农
民收入来自茶产业，60%的农业产值来
自茶产业，2022 年松阳县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居全省第一。

“产自松阳的茶叶，我们都能找到
源头。”如此底气来源于松阳自创且还
在不断迭代升级的“双卡溯源”数字化
系统。早在 2012 年，松阳就开始探索
建设茶叶质量安全溯源体系，搭建“从
茶园到茶杯”的全流程溯源监管。如
今，已有 171 家农资经营单位、81 家农
业生产主体实现系统监管全覆盖。

大会期间，新兴镇谢西坑村与北京
市政路桥公司达成一笔价值2万元的碳
汇交易，这是在松阳县境内成交的第一
笔茶园碳汇交易，标志着松阳开启了

“以茶园碳汇促进农民增收与共同富
裕”的新模式与新机制。接下来，松阳
将开展茶园减排固碳潜力和路径研究，
推进茶园碳汇交易，开展碳汇人才交流
培训，打造“碳汇茶园”。

开幕式上，松阳正式发布“松阳茶
叶电商新政”“松阳茶叶品牌集群”，为
松阳再造一个网上“浙南茶叶市场”提
供有力政策支持，为全面提升松阳茶品
牌提供集群引领。

一直以来，松阳重视品牌培育，培
育了“松阳银猴”“松阳香茶”等区域公
用品牌。截至 2022 年底，“松阳银猴”
品牌价值达 28.13 亿元，松阳香茶成为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与此同时，松阳还非常重视茶
衍生产品开发，延伸拓展茶产业链，提
高茶产品附加值。目前已开发了 20 余
种深加工的产品，2022 年产值达 7.46

亿元。
3 月 27 日 ，

松阳县政府相关
负 责 人 做 客 直 播
间，携手抖音达人向
全网推介以松阳香茶为
主的全品类茶叶，当日成
交额超 1300 万元，在线累计场
观 1000 余万人次。如今，举着手机
四处走的“茶主播”已成为浙南茶叶市
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目前，全县累计
培育茶叶网店1500余家，直播电商400
余家，带动就业 8000 余人。2022 年第
三方电商平台产生茶叶网络零售额
42.47亿元。

大木山茶园建有休闲骑行赛道 8.3
公里，专业骑行赛道 7 公里，被誉为“中
国最大的骑行茶园”，而该线路被认定
为全国茶旅金牌线路。如今，松阳成功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示范园，是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
强县（市）之首，全县拥有成熟茶文旅路
线8条。

松阳农商银行推出“茶链通”信贷
产品，以足额、便捷、便宜的金融服务助
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该行
茶产业贷款余额 9.76 亿元，其中“茶链
通”余额 4.78 亿元，有力支持了当地茶
产业发展。

动能强劲的茶产业动能强劲的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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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继续书写“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生动故事

“三茶”统筹富山城
欢 颜

松阳茶园霞光 方玲萍 摄松阳茶园霞光松阳茶园霞光 方玲萍方玲萍 摄摄

拥有 1800 多年建县史的松阳，
“茶龄”和“县龄”相差无几。据史料记
载，松阳种植、出产茶叶最早始于三
国。松阳自古产名茶，1929 年首届西
湖博览会上，松阳茶叶获得一等奖。
当下的松阳茶，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从饮品变成了联结世界的
金名片。

“茶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很大程度
源于对茶文化的挖掘。”该县茶叶产业
协会会长卢良根介绍。一项“千年制
造”要在现代继续繁荣，唯有创新，唯
有不断改良旧工艺、替代旧业态、塑造
新模式。

打造松阳县茶叶博物馆；成立茶
文化研究会，深度挖掘松阳茶文化历
史；出版多套茶文化书籍⋯⋯长期以
来，松阳以文化研究重现松阳 1800 年
茶史。

一大批茶叶专家、高校学者活跃
在松阳茶园。他们走访历代传承人，
找寻松阳茶的文化支点，通过梳理茶
史、编撰茶志，开展办会，邀请全球茶
界权威人士、专家齐聚松阳共商茶
事。茶商大会不仅扩大了松阳茶的知
名度，还成了“中国茶事样板十佳”。

举办摄影大赛、茶乡行主题茶旅
活动、全民饮茶日等一系列相关文化
体育活动，松阳不断丰富“茶”文化。
松阳县纪委监委还以茶为媒，依托地
域特色和本土资源优势，打造区域廉
洁文化品牌，把茶廉文化以百姓喜闻
乐见的方式展现出来，助力营造全民
倡廉、崇廉、助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松阳还尝试挖掘茶产业文旅资
源，外延茶文化。该县将茶文化与古
村落文化有机融合，目前已经打造田
园问茶、乡建打卡、山居旅拍等 9 条路
线，在丰富乡村旅游内容、带动乡村振
兴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同时，松阳还利用“文旅直播带货
平台”推介松阳茶旅游、茶产品。越来
越多的年轻“茶人”将镜头对准茶农、
茶园、市场，拍摄一系列短视频，走红
网络。更多的松阳香茶、茶染文创等
产品亮相各类展会、推介会，对外讲好

“松阳茶乡故事”。
如今，松阳茶叶的产品足迹遍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向外推
介“中国春天的味道”。松阳这片绿茶
的新价值，因文化而演绎出更多更浓
的风情。

底蕴深厚的茶文化

又见春茶绿，十里闻茶香，尝得一口鲜，不负三月天。

3 月 26 日—28 日，第十六届中国茶商大会暨浙江省“三茶”统筹发

展推进会在松阳隆重举行，这是松阳连续第十六年与茶商在春天里相

会。

今年茶商大会与全省“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一同召开。大

会以“绿香天下 六茶共舞 集群引领 共富先行”为主题，通过茶园实景

开幕式、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等形式，展现松阳的茶文化、茶产业和

茶科技。

作为“三茶”统筹先行县域，松阳高效落实我省农业“双强”行动，高

标准推进“中国有机茶乡”金名片建设，弘扬推广茶文化，加快推动全链

建设，实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松阳是浙江首个国家绿色食品原

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并连续 7 年获评“全国茶叶绿色防控技术示

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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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茶商大会暨浙江省“三茶”统筹发展推进会开幕式 叶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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