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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品牌
文化力十强发布

福州茉莉花茶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日前，中国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课题组发布了 2023中
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品牌文化力十强评价
结果，福州茉莉花茶榜上有名。

据了解，课题组结合历史资源、文化资
源、文化地位以及品牌价值等因素，综合评价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文化力，评选出福
州茉莉花茶、西湖龙井、蒙顶山茶、洞庭山碧
螺春、安化黑茶、普洱茶、太平猴魁茶、径山
茶、武夷山大红袍、赤壁青砖茶等入围十强榜
单的品牌。

福州是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近年来，
福州积极落实“三茶”统筹，有力促进三产融
合。2022 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年产
值达 70 亿元，带动了 2.6 万户茶农、花农增
收。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记者昨日从福州
振兴乡村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里亭茶叶批
发市场预计明年春节后拆除，并于 3月份启
动建设，将助力福州加快打造国际茶叶联合
交易中心和“世界茶港”。

福州市五里亭茶叶批发市场创办于
1992年，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和发展，已形
成 3万平方米、年交易额 20亿元的规模，汇
聚全国 600 多家茶商，不仅是我省规模最
大、品种最齐全，集成品茶叶、茶叶包装、茶
具批发和茶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型批发交
易中心，也是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和中国
重点茶市。

“随着茶交易规模、需求不断上涨，五里
亭茶叶批发市场面临着配套设施跟不上、线
上业务缺乏、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福州振
兴乡村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针对交易
现状，立足“世界茶港”定位，将对市场进行
升级改造，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
的新交易中心。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约9亿元，分为实
体建设和平台搭建两大部分。其中，实体部
分包括一期新茶城“茉香云居”和二期五里
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建设，项目二期将在五
里亭茶叶批发市场原址上，动建一座高 100
米、建筑面积 8万多平方米的新型城市综合
体。

与此同时，线上交易平台搭建正有序进
行。去年首届茶交会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
和中国优农协会签订框架协议，着手在五里
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搭建一个全国性茶叶
数字化现货平台，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
打造全国茶叶交易中心、大数据中心，综合
平台标准化交易、仓储、物流等配套，从产销
两端促进国内茶叶产业发展。

此外，福州正积极推进五里亭国际茶叶
联合交易中心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国家级试
点申报。“争取该试点建设，有利于打造一条
茶叶外贸‘新走廊’，进一步畅通出口市场，
同时还能吸引周边产业、外贸商户在此集
聚。”上述负责人表示，通过推进试点建设，
争取到2028年，五里亭国际茶叶联合交易中
心成交额达到 100亿元，其中市场采购贸易
出口额突破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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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产于福州的茉莉花茶是“中国历史名
茶”，无论历史、文化、品质，在业内都享有崇
高声望。眼下在福州，“这杯茶”不仅是传承
弘扬闽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福州乡
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
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这篇大文章”，为新时代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指
明“新茶经”。

在第二届中国茶叶交易会启幕之际，记
者走访福州各地，探寻“三茶”统筹的举措与
成效。

传播茶文化 非遗“活”起来
翻开这份“三茶”统筹的“新茶经”，“茶文

化”被排在第一位。千百年来，文化支撑起茶
产业的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内核和灵
魂。茶产业要加快发展，文化要先行。

去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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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
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名列其中。这给福州茶文
化的挖掘和利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追本溯源——作为一朵“舶来花”，茉莉
花原产印度一带，西汉时传入中国并扎根福
州，而花与茶的结合，源于宋，成于明，盛于
清。如今福州民间结婚习俗里的“三茶六
礼”，多用茉莉花茶，寓意爱情不离不弃。

重振雄风——百年前，武夷山等地的茶
叶原料、福州的水运优势等，带动茶叶大规
模、跨地域流动，令福州这座“世界茶港”兴盛
二三十年；百年后，福州一面深挖“世界茶港”
历史，一面着手发展产业、促成交易，再造“世
界茶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活态传承——福州开创国内传统工艺传
承大师比赛赛制先河，每两年举办一次茉莉
花茶传统工艺传承人、传承大师赛，累计培养
传承大师 32位，推动技艺传承从主动引导向
自发参与转变。

当然，能讲好福州茶叶故事的方式远不
止于此。

在福州的大街小巷、各大活动现场，茉莉
花茶的身影越来越多，茶文化已深深植根人
们的生活。今年第四个“国际茶日”期间，上
下杭里的一间间别致小院，吸纳了15个省份、
44项非遗技艺及习俗，浓缩茶文化精华，吸引
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茶叶爱好者；连续三届
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不仅上演窨制工艺表演
等传统项目，还再现泡茶、品茶、鉴茶等场景，
备受市民群众欢迎……

福州还积极推动茶（花）文旅融合发展，
开发茉莉花茶文旅基地、现代茶（花）庄园、
体验店、大众茶馆等项目，打造集采花、采
茶、制茶、品茶、购茶为一体的福州茉莉花茶
文化之旅，促成越来越多的“茶文化新地标”
接连亮相。

做好茶产业 书写“致富经”
福州茶种植面积约18万亩，形成以绿茶、

红茶、乌龙茶为主，茉莉花茶为特色的生产格
局，总产值约70亿元，与福州其他产业相比似
乎并不突出。

然而，近年来，福州紧紧围绕传统茉莉花
茶这块世界级“金字招牌”，走出一条省会城
市发展茶产业的新路径——用“一朵花”加

“一片茶”，带动茶产业转型升级，勇闯国际茶
叶大市场。

“福州持续扩大茉莉花种植面积，加强种
质资源保护，发布首个福州单瓣茉莉花与双
瓣茉莉花高质量基因组，为茉莉花茶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说，福
州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茉莉花种植的补
助金额也从 2009年的每亩 300元提升到如今
的每亩3000元。

护好“一朵花”，还要种好“一片茶”。福
州大力推进绿色生态茶园建设，已创建 15万
亩生态茶园，带动茶叶品质实现明显提升。

福州是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要想让茉
莉花茶撑起整个茶产业，离不开对国家级非
遗福州茉莉花茶传统窨制工艺的保护、传承
及创新。在这个方面，福州“以赛促进”“以节
壮名”，举办茉莉花茶茶王赛、茉莉花茶文化
节等活动，不断提升福州茉莉花茶制作工艺
和品牌形象。

参加过茉莉花茶茶王赛的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表示，茶
王赛将茉莉花茶生产者、加工者、消费者及其
背后的自然生态、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紧密联
系在一起，“希望其他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
向福州学习”。

今年，福州茉莉花茶产量预计达 1.95万
吨，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百亿元大关，在榕
茉莉花茶生产加工企业平均销量增长 20%以
上，品牌价值161.71亿元，位列中国区域品牌
百强榜单第18位。

在茉莉花茶的带动下，福州茶产业掀起
新一轮发展热潮。福州加快提升改造五里亭
茶叶交易市场，建设国际茶叶联合交易中心；
借助中国茶叶交易会、“丝路海运”航线、“闽
都号”中欧班列等，打通国内国际贸易“双循
环”，重振“世界茶港”雄风。

提升茶科技 走出创新路
绿意盎然的茶产业要实现“长青”，必须

厚植于科技沃土，进而推动和支撑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出台相应政策，
鼓励科企联合，推动科技成果向实际生产转
化。”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福州还积
极组建科技服务团队，为茶企提供科技服务。

位于长乐鹤上镇的一块茉莉花基地，有
一支从事地理学、分子生物学、园林学研究的

“科特派”队伍。4年来，他们同在一片花田中
耕耘，改良茉莉花种植土壤、破解茉莉花基因
组，让茉莉花更清香、茶味更浓郁。

“茶科技领域是公司近年来重点攻关的
方向。”闽榕茶业副总经理严锦华说，科技团
队的入驻与服务，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接下来还将和团队配合，在品种改良、新品种
研发等方面多下功夫。

如今，从良种选育、茶叶种植到茶园管
理，福州的茶园越来越有“科技范”。

在晋安区宦溪镇春伦生态茶园，茶树掩
映下，传感器、VR全景摄像头等随处可见。

“我们引进了数字管理系统，茶园一旦出现异
常，前端会及时反馈，光照度、风向、风速等信
息也一目了然。”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信息部负责人陈楠说，茶园中的“耳目”不仅
帮助企业节省大量的人工和时间成本，茶叶
品质也得到保障，茶园优质茶产量提升15%。

科技加持下，越来越多的“福州茶”发生
改变，从“清一色”的传统茉莉花茶，到速溶花
茶、便携花茶饼等全面开花，甚至“跨界”研发
出健康茶点、系列保健品、护肤品等，品类更
加丰富。

立足福州、面向全国，小叶子里蕴藏的新
科技不断被发掘。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说，我市将在产学研联合、种质资源保护与选
育、现代茶业智慧园建设等方面做深做实，进
一步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赴 香之约 享非遗之美
第三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举办

本报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郑泓 杨文文

品茶香、赏茶艺、游茶市
……28日上午，作为第二届
中国茶叶交易会重要活动之
一，“中国茶 世界享”第三届
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开幕式
在烟台山仓山影剧院举行。

本届文化节重点围绕
“福茶之源”“福茶之艺”“福
茶之市”“福茶之旅”四大茶
事，结合非遗展示、茶企展
示、音乐快闪、非遗集市等丰
富展演，为市民呈现一场茶
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福州茉莉
花茶与茶文化系统推广实践基地”
授牌及顾问聘任仪式。烟台山、闽
江学院获实践基地授牌，将承接多
项福州茉莉花茶实践活动，更好地
普及农遗文化与非遗工艺。

“福州茉莉花茶是中国茶文化
的瑰宝之一，历史底蕴深厚，凝聚着
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实践基地新
聘任的专家顾问，中国科学院地理
资源所研究员兼农业农村部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闵庆文说。

步入新阶段，如何保护和传承好
这项农业文化遗产？闵庆文建议，要
加强对传统制作工艺的研究整理，重
视传承人的保护、培养；广泛开展农

遗实践活动，深挖其共同理念和多种
价值，并向公众普及；大力激发产业
中的创新活力，鼓励茶企多研发，高
校、科研单位多探索，加强产学研合
作，提升市场竞争力。

“身为顾问，我深感荣幸，也感
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闵庆文
告诉记者，明年恰逢“福州茉莉花
与茶文化系统”正式入选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十周年，他将持续关
注，开展常态化保护，为这项农遗
取得长足发展献计献策。

本次活动由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福州市农
业农村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
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

“茉莉花香呀香绕茶，缕缕茶香飘进
万户千家……”伴随着动人的歌声，福州
茉莉花茶文化节正式拉开序幕。现场，
民乐演奏《茉莉花序》、现代芭蕾《茉
莉》、歌曲《茉莉茶歌》等节目轮番上演，
为观众献上了一道道“花香馥郁、茶香四
溢”的文化大餐。

紧接着，文化节上的经典“剧目”登
台——不断地平抖、侧筛下，茉莉花在筛
盘中“起舞”，4名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纷纷拿出

“看家本领”，现场展示福州茉莉花茶窨
制工艺“只闻花香不见花”的奥妙所在。

“窨制工艺的步骤看似容易，但做起
来极需细心和耐心，每一步都很讲究。”
此次登台的传承人之一，福州茉莉花茶
窨制工艺大师张子健经常出席各种文化
活动，展示非遗技艺。在他看来，作为传
承人，更有义务将这项非遗技艺传播得
更广、更远。

文化节上，画家余福星、程伟杰、何
万太携手以“福州茉莉花茶”为主题进行
创作，同时以10年为期，邀多名画家共绘
茉莉长卷，传承生生不息的福州农遗文
脉。

茉莉花
茶主题非遗
集市。

原创舞蹈原创舞蹈《《福茶飘香福茶飘香》。》。

农遗探新路农遗探新路

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五里亭茶叶批发市场即将拆除
新型综合体明年3月启动建设

福州加快打造
国际茶叶联合交易中心

福州用心传承非遗技艺，打造生态茶园，提升科技创新力——

统筹兴“三茶”融合促发展
本报记者 蓝瑜萍 冯雪珠 通讯员 郑泓

上个月，2023 年福州茉莉花茶
茶王赛落下帷幕。经过层层筛选，
78 个茶样中诞生了 8 个茶王和 18
个金奖。组织方在本届福州茉莉
花茶文化节为获奖茶企颁奖。

昨日非遗集市上，20多家知名
茶企齐聚，数十种茉莉花茶产品琳
琅满目，新鲜出炉的茶王、金奖奖牌
已上桌，各家摊位热情地招呼游客
品杯热茶。

记者在现场看到，鼎寿茶业收
获颇丰，茶桌上摆着两个茶王、一个
金奖奖牌，十分惹眼。“这两款获奖

的茶王，茉莉西施、茉莉透脚香，
自研制出来后连年获奖。”制茶
师林洪寿说，茶王是对他们制茶
技艺的一种认可，让他们更有动

力继续深耕。
另一个金光闪闪的奖项——

“2023 年福州茉莉花茶神州行”表
现突出茶企同样醒目。今年，福州
茉莉花茶神州行陆续走进西安、北
京、成都等地，所到之处花香缭绕。

福州老牌茉莉花茶茶企闽榕
茶业紧跟神州行脚步，没落下任何
一场活动。“这样的机会难得，各地
采购商反馈都很好，纷纷表示希望
能销售来自原产地工艺佳、品质更
高的茉莉花茶。”闽榕茶业副总经
理严锦华告诉记者，接下来，闽榕
计划将旗下百年品牌“大经”开设
到京津冀一带的主销区，由点及
面，进一步扩大福州茉莉花茶的品
牌影响力。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郑帅提供

获 奖 茶
企上台领奖。

44名福州茉名福州茉
莉花茶窨制工莉花茶窨制工
艺省级非遗传艺省级非遗传
承人展示技艺承人展示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