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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10年的高端茉莉花
茶产量、产值均翻了10倍。”近日，福
建绿茗九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钊
对记者说，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
调整定位，在转战茶叶中高端领域
的过程中，借助下沉县级以下市场
和提升私域运营能力等，实现老茶
饮的多维运营。

企业多维探索
线上线下双丰收

20世纪80年代，同大多数福州
茉莉花茶企业一样，绿茗以“防暑降
温茶”的定位大批量生产茉莉花
茶。虽然价格低廉，但依靠稳定的
产量，绿茗在福州茉莉花茶市场有
了一席之地。

不过，商家相互压价等乱象频
出，使得整个茉莉花茶行业更加低
迷、无序。2001年，福州商超、百货
盛行，绿茗尝试将茉莉花茶带入档
口营销，同时对茉莉花茶的外包装
进行了简单升级。借着这股东风，
绿茗虽获得不少经济效益，但茉莉
花茶品牌竞争力不强，只能在商超
档口充当“品类缺口”角色，无法在

市场竞争中掌握话语权。
痛定思痛，2008年，绿茗决定进

行多维探索，并转战茶叶中高端领
域。

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绿茗抓
紧转型，从200多种茉莉花茶中精选
出30多种，进行精心包装与设计。

绿茗十分重视基地原料质量的
把控，从源头开始抓茶叶品质。同
时，绿茗不断精进传统窨制工艺，培
养传承人，把对“九窨”的高品质追
求刻进产品的“基因”。

在线上，绿茗组建年轻化运营
团队，培育电商主播，进驻抖音、淘

宝等平台，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在
线下，绿茗避开竞争激烈的城市市
场，以“厂家+服务商”的模式，致力
于挖掘县级以下区域的市场。2018
年至今，绿茗在河北、天津、北京等
地新增了约80家线下门店，其中部
分门店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绿茗还试水私域流量领域。所
谓私域流量，就是以联名定制茶叶
的形式，通过对客户的精细化运营，
有针对性地对产品外包装进行个性
化设计及价格定位，让客户与品牌
高黏性互动，从而获得持续转化和
高复购率。为此，绿茗也开辟出了

更多年龄层次的茶叶消费群体，获
得了可观的经济回报。

政府大力扶持
全产业链产值58.3亿元

绿茗的多维探索，在福州茉莉
花茶产业领域并非个例。

随着“新式茶饮”的兴起，许多
新式茶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
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
地”。

在这样的消费潮流中，去年底，
春伦集团旗下的新式茶饮品牌

“ITEAMO”落户福州东百商圈。在
这里，消费者可以感受沉浸式的美
学空间、无缝嵌入的三坊七巷等福
州印记，还能品尝到高温萃取的冷
萃茶、炭火煨煮的陈年老茶、0糖 0
卡 0酒精的茶啤等等。运营至今，

“ITEAMO”不仅达到了春伦集团的
市场预期，未来还将向更多城市复
制推广。

针对福州各区建筑的不同文
化，春伦集团在打造大众茶馆的同
时，还结合梁厝的农耕文化、南公园
的王府文化等，将“市井”与“茶趣”
结合，致力于打造极具福州地域特
色的文化符号。

无独有偶，2020年，位于上下杭
街区的闽榕茶业福州茉莉花美学馆
开门迎客。这是一个介绍福州茉莉

花茶历史渊源的展馆，馆内的茶史
展板陈设以及常态化的茉莉花茶茶
艺表演、茉莉花茶制作技艺等，为传
播福州茉莉花茶文化提供了一个窗
口。这里还被作为台江区首批“大
众茶馆”的试点单位，为福州市民提
供茶饮服务，其中的茉莉仙子奶茶
等新型创意茶饮，市场评价良好。

福州茶企敢于多维探索，与福
州市陆续出台的扶持措施息息相
关。比如，2020年福州市出台《关于
支持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发展九条措
施》，对面积5亩以上的新植茉莉花
基地，给予每亩3000元的一次性补
助；支持福州茉莉花茶生产企业在三
坊七巷、鼓岭、上下杭、烟台山景区开
设专营店，按店面租金的30%给予补
助。福州还陆续举办农村电商主播
培训班、高素质农民技能大赛等，拓
宽福州茉莉花茶等具有优势的特色
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增收。

受益于这些扶持措施，2021年
福州茉莉花茶产量达1.68万吨，全
产业链产值58.3亿元，占中国茉莉
花茶产值的1/5以上。

在今年公布的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中，福州茉莉
花茶品牌价值达38.7亿元，10年间
实现翻倍增长。

（陈木易/文 石美祥/图）

深耕县级以下市场，试水私域流量，拓展新式茶饮……

多维运营 福州茉莉花茶开疆拓土

福州茉莉花美学馆工作人员制作茉莉花奶茶。

聚焦首届中国茶交会聚焦首届中国茶交会
重振世界茶港影响力重振世界茶港影响力

红泥围炉，烹果煮茶，三五好友
围坐在炉火旁闲叙。今年冬天，即
使未亲自体验，你也一定在社交媒
体上见过许多“围炉煮茶”的画面。

随着“围炉煮茶”的兴起，平时
喝惯了奶茶、咖啡的福州年轻人开
始走入茶室，学习生火和烹茶，从中
感受生活的惬意。众多商家也趁机
将茶文化引向年轻消费者，行业迎
来新商机。

“围炉煮茶”成新风潮
炉内炭火正旺，蒸腾的茶水冒

出氤氲热气，烤网上放着柿子、柑
橘、花生、栗子甚至年糕，搭配豌豆
黄、绿豆糕等中式小食，营造了一种
雅致的氛围。

“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
晴窗。”古人冬天烹茶的场景，最近
在福州被还原并形成“围炉煮茶”的
新风潮，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交和生
活方式。

记者调查发现，从鼓岭到江滨，
无论是茶馆还是户外活动机构、餐
吧、民宿、酒店、书店都已入局，甚至
到了不煮茶就感觉落伍的地步。

位于上下杭的春伦茶馆暖冬围

炉煮茶 2人餐吸引了不少顾客，烤
物、炭火和煮一壶茶的价格为 78
元。“销量不错，平均一天可以卖出
去几十份，周六、周日销量更高。”茶
馆工作人员说，正因如此，他们计划
推出更多相关产品。

在福州的生活类网购平台上，
“围炉煮茶”套餐有上百种，价格从
66元到598元不等。不少套餐上线
一个月的销售量突破 2500份。户
外露营机构推出的户外“围炉煮茶”
套餐，尽管价格在 3000元以上，仍
吸引了不少客户下单，有的消费者
下单后留言说“福州烟火气，就藏在
围炉煮茶里”。

年轻消费者是主力军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这样的‘围

炉煮茶’，之前只在小红书上看过。
今天天气冷，特地来体验一下。”12
日上午，在白马万科五季，福州大学
大四学生郭柯宇和同学围坐在炭火
前，边煮茶边发了一条朋友圈。

郭柯宇说，他以前很少喝茶，近
期却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
发“围炉煮茶”的照片，所以也来试
试。体验之后他表示，“围炉煮茶”

很有冬日氛围感，也和国潮复兴的
时尚相契合。“大家在放松的环境中
交流，可以煮红茶、奶茶、咖啡、姜茶
甚至果酒，搭配一些小食，不同人的
口味都得到了满足。而且，这很个
性化，很新奇，能让我们暂时逃离日
常生活中的压力、焦虑，来了一次就
上瘾了。”郭柯宇说。

据了解，年轻消费者是目前福
州“围炉煮茶”的主力军。春伦茶馆
负责人说，“围炉煮茶”最吸引年轻
人，因为除了茶之外，年轻人更重视
的是社交价值，比如精致的摆拍、讲
究的仪式、闲适的情调等等。他们
喝茶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爱好取向，
而不全是追求“喝茶提神”这类实用
效果。

实际上，正是年轻人对茶的形
象的再造，才让茶饮变得更生动有
趣，焕发出新的生机。

创新场景是走红主因
“围炉煮茶”为何突然火了起

来？
“‘围炉煮茶’对茶饮场景进行

了创新，让它更有话题感，兼具社
交属性，能匹配、满足新生代的核

心需求。”福建省茶叶流通协会宋
副秘书长说，“围炉煮茶”古已有
之，始于南北朝，兴盛于唐宋，当时
被称为茶宴，是朋友间以茶为宴的
一种清谈之举，曾被视为文人骚客
社交、寄情抒怀的表现。

和古人相比，现在流行的“围炉
煮茶”不是胜在茶叶、器具，而是胜
在场景、形式、时间。饮茶已经脱离
了单纯的生理需要，走向社交、心灵
慰藉、疏解情绪等层面，通过与社交
需求相结合，带来了强烈的体验感
和仪式感，激发了网络时代与中华
茶文化的隔代碰撞，是新的审美潮
流与生活方式。同时，近期“中国传

统制茶工艺及习俗”申遗成功，也让
茶文化重新走入大众视野。

宋副秘书长表示，福建的好茶
中，不乏适合“围炉煮茶”的品种；福
建物产丰富，天气和环境也非常适
合“围炉煮茶”。这样看来，“围炉煮
茶”走红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国
潮、国风、国货热度的提升，“围炉煮
茶”未来的市场空间也很大，加上新
式茶饮、无糖茶饮料、混搭风味茶等
新产品的热卖，茶叶吸引年轻一代
新客户群的可能性大增。不过，商
家一拥而上也容易导致同质化现
象，因此商家要因地制宜，以特色取
胜。 （江海 文/图）

生火品茗闲聊，创新场景吸引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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