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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理论与实践

龙游县地处金衢盆地，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无
霜期长、温度适宜、雨量充沛、空气湿度高、阳光漫射
区域广，具备发展茶产业的自然资源优势。2007年，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我县罗家乡调研时，赋
予龙游“靠山吃山，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等重要指
示。 近几年来，我县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做大茶产
业、做深茶文化、做响茶品牌，先后打造“方山茶”“龙游
红”“龙游黄”等名特优品，培育茗皇、翠竹、吴刚等多家
龙头企业，基本形成以南部山区生态优质名优茶和中
北部丘陵出口大宗茶为主导的南、北两大区域优势格
局。截至目前，全县有“QS”认证企业 8家、县级以上龙
头企业 9家、名优茶加工集聚区 1 个、市级以上名牌
产品 3个，全境茶园种植面积近 3 万亩，年产量突破
2500吨，全产业链产值超 3亿元，惠及茶农 8万多人，
茶产业已成为我县的生态富民产业。

历史背景
我县茶产业历史悠久，早在北宋时期，衢州长

史蔡宗颜《茶谱遗事》有记：“龙游方山之阳坡，广不
过百余步，出早茶，味绝佳，可与北苑双井争衡。 ”元
代，专门有关于茶叶的税收政策记录在册（民国《龙
游县志》卷六食货考 - 田赋），茶产业成了百姓的生
产收入。 明清时期，茶产业获得较快发展，“龙游方
山茶”跻身浙江名茶行列，与“西湖龙泓（井）”齐名，
被列入朝廷贡品。 民国时期，我国茶叶生产面临日
本绿茶和锡兰红茶等国家的激烈竞争，国内茶业遭
到沉重打击，我县茶产业也随之衰落荒废。 新中国
成立后，我县注重茶叶生产，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推
广机械化技术，茶产业逐步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茶叶发展进入名优茶创新
时代，细嫩原料、精致加工、优良品质的名优茶受到
市场青睐，消费市场不断扩大。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县许多低丘缓坡地带的茶
园被重新开垦转种柑桔、黄花梨等经济作物，伴随
着城南和龙北两个工业园区的兴建，2005 年全县茶
园面积锐减至 1273 公顷（19095 亩），但由于先进栽
培技术的普及推广，产量仍增加至 1783 吨。 这一时
期，我县茶叶市场以历史名茶“方山茶”为主导，推
出了“龙游凤尖”“龙游银曲”“龙游翠竹”“吴刚”“御
龙珠”等一批名优品牌。 同时，茗皇、仙峰山、茗达等
多家县内龙头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制茶设备，加
大茶叶深加工和新产品开发， 生产的速溶咖啡茶、
蒸青茶、珠茶、黑茶等出口远销欧美、日本。

实践成效
1999 年，龙南茶人在罗家乡圣堂山发现黄化变

异的野生茶母树， 经多年培育成珍稀变异茶品种 -
“龙游黄茶”，该茶具有干茶黄、汤色黄、叶底黄的
“三黄”感官特性及高氨基酸、低茶碱含量的内质特
性， 于 2015 年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命名
为“中黄 3 号”，并与我县签订战略协议，开展“龙游
黄茶”的新品种审定、品种保护和产业开发等工作。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坚持以发展壮大“龙游黄茶”
为主导，牵引茶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持续性政策扶持。 2018 年，县委、县政府出
台《龙游县加快“龙游黄茶”产业化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力求从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品
牌建设等促进“龙游黄茶”产业化发展，绘就“一片
叶子撬动茶产业升级、产业兴旺，富一方百姓”的美
好愿景。 2021 年，又相继出台《龙游县促进“龙游黄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关于促进黄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等扶
持政策。 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扶持，极大地推动全县
黄茶种植面积的新增及产品加工技术、品质的全面
提升。 目前，全县“中黄 3 号”茶叶种植面积已近 1
万亩，年产量 200 多吨，年产值近亿元，基本形成龙
南山区（包括罗家、溪口、庙下等乡镇）和龙北大力

山等两个黄茶种植示范区。
二是全方位提升产业。 我县积极实施茶产业标

准化生产，大幅提升黄茶加工设施水平和促进茶园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全县黄茶企业按照《龙游黄茶
生产规程》（DB� 330825/T� 010-2019）生产，持续开
发扁形、条形、金丝等黄茶系列产品，研制黄茶速溶
茶、抹茶等深加工产品，助推实现种植和加工标准
化、产品系列化、营销品牌化等“四化”全覆盖。 目
前，茗皇投资 5000 万元的黄茶加工及展示中心已投
入使用，全县获 SC 认证茶叶企业有 9 家，翠竹、吴
刚等茶厂获省、市级“美丽生态茶园”称号。 积极创
建市场品牌，坚持“大品牌、大视野、大运作、大影
响”理念，整合政府、媒体、茶企等多方力量，着力创
建黄茶区域公共品牌， 通过精心设计品牌标识、讲
述黄茶故事、扩大宣传影响，不断提升“龙游黄茶”
品牌的知名度、价值链和竞争力。 目前，已创建“龙
游黄茶”公共品牌“龙游黄”，完成公共品牌建设五
年规划、宣传片、LOGO�等设计，注册“龙游黄茶”地
理证明商标，定期举办“龙游黄茶”手工炒茶比赛、
“黄茶杯”摄影比赛、茶叶职业技能比赛及黄茶品鉴
会等系列活动， 成功培育出“虔龙黄”“圣堂白雪”
“兰崖黄茶”等一批黄茶企业品牌。

三是创新性开拓经营。我县积极推进茶产业规模
化经营，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持续性助推村集体经
济“消薄”和农户增收，实现“一片‘黄金叶’，富一方百
姓”。目前，全县黄茶种植涉及 15个乡镇（街道）440余
家农户， 从业人员达 2000多人，2021年茶农收入达
1400万元、同比增长 87.42%。 9个经济薄弱村通过土
地连片流转承包，每年可增收 100多万元。 以“共富茶
园”为载体，探索创新“认养单位 +品牌公司 +村集体
+农户”的“共富茶园”认养模式，通过认养企业出资，
茶叶龙头公司运营，村集体流转土地、农户托管采摘
的方式，实现多方共赢。“共富茶园”首期推出 100亩
“认养茶园”，已有 30余家企业签订认养协议，实现村
集体增收近 20万元，农民增收 40 余万元。

存在问题
我县茶产业已成为当前传统农业的一项特色

产业，形成一定发展规模，但仍存在着短板和不足，
面临许多挑战、困难和压力。

一是茶叶种植面积偏小，产业规模难以做大做
强。 我县尚属茶叶小县，茶叶种植面积在全省排名
靠后，远低于省内同等产茶地区，与安吉、松阳、开
化等产茶大县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随着政策收
紧、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未来扩大种植规模、争取政
策支持等存在着较大困难。

二是公共品牌建设滞后，抢占名茶消费市场乏
力。 由于品牌建设起步较晚、培育力度相对不够，我
县茶叶品牌长期各自为阵、势单力薄、资源分散、内
耗严重，而且名优茶销售渠道较单一，缺乏县外市
场的开拓能力和手段。

三是黄茶种植加工小而散， 难以扩大品质优
势。 由于茶农受眼前利益驱动，“龙游黄茶”的 4至 5
年投产成龄茶园只有近千亩，且加工布点不足、加工
配套滞后、加工场地狭小等，导致上市的黄茶品质近
几年有所下降，产品质量档次提升不快、不稳定。

四是本土茶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茶旅融合有待
加深。 茶旅游产品开发不够丰富，且缺乏本土茶文
化的挖掘与宣传， 再加上茶旅游产品设计的单调，
营销策略单一，难以吸引游客关注和逗留，使得规
模效益和链条效应提升难。

意见建议
一是合理规划、政策引导，大力扩张名优茶的

种植面积。 在现有茶叶种植面积基础上，依托南部
山区优良的种茶环境条件， 通过三五年的努力，因
地制宜、 科学规划种植高品质的无性系名优茶品种，

使全县的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到 5万亩，成为产茶重点
县。 属地乡镇可以顺势而为，借鉴罗家乡政府出台给
予新发展茶叶种植面积每亩补助 100元的政策，配套
县委、县政府的“中黄 3号”种植奖补政策加以激励，引
导农民改种“中黄 3号”类无性系良种。

二是生态有机、更新换代，不断推进名优茶园
品质升级。据统计，我县现有的茶园仍有近 50%的面
积为 30 年以上树龄的老茶园，超过 20 年的茶树随
着树龄的增加，其产量品质会逐渐下降，亟需进行
改植换种。 县委、县政府可以持续实行新种植无性
系良种茶树和改植换种的奖励政策，鼓励茶农改造
老茶园，推进智慧化建设、标准化管理，发展无性系
良种茶园，加快茶树品种的更新换代步伐，力争在 5
年内实现全县无性系良种比例达 80%以上。同时，大
力发展有机茶，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推进有机茶认
证，鼓励茶叶龙头企业开设有机茶专卖店，加大宣
传力度，把有机茶打造成我县茶叶“金名片”。

三是品质为本、规范标准，提升名优茶种植加
工技术水平。 茶叶的种植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加工技术与水平又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 以“龙
游黄茶”为例，“中黄 3 号”茶树易感茶小绿叶蝉，属
于低温敏感型变异茶树， 对种植生产技术要求较
高。 种植上，要实行标准化技术管理，加强科学施肥
和病虫害防治，努力提高茶叶的氨基酸含量和干茶
单产量，从根本上提升“龙游黄茶”的内在品质。 生
产上，要努力在加工能力配套、加工水平提升上下
功夫，适时开展加工技术培训，严格按照《“龙游黄
茶”生产技术规程》进行规范生产，加强研发、鼓励
创新，加大对专业人才的招募与培养。

四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努力打造县域
茶叶公共品牌。“龙游黄茶”作为我县名优茶的后起
之秀，只有获得市场充分认可、消费者认识和接受，
才会有发展的潜力和生命力。 面对名茶市场十分激
烈的竞争环境，需要坚持从发展实际出发，政府有
关部门、茶叶研究专家、县内各位茶人要见仁见智、
群策群力，真正打造在省内外“叫得响、立得住、传
得开”的茶叶公共品牌。 一旦公共品牌选定，需坚持

“统一牌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发展战略，转变
政府扶持方向，增加财政预算投入，通过政府“树
立”公共品牌、企业“支撑”市场品牌，加快形成互动
互进、共同作为营销格局。

五是锚定目标、借势借力，朝着打造茶叶产业
大县的目标稳步迈进。《中国茶产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建议》 中明确提到，“2020-2035 年将进入中国
现代农业加速发展机遇期，对茶产业现代化发展和
转型升级形成扶植支撑。 中央和地方的林权制度改
革政策将放活林地经营权，有效激活土地等茶叶生
产要素。 ”当前，我国已迎来茶产业发展的新时期，
风险与挑战共生、机遇与发展并存，只有充分把握
良好机遇，才能实现茶产业跨越式发展。 就如 20 年
前，丽水市松阳县抢占先机，孕育出中国最大的绿
茶交易市场“浙南茶叶交易市场”；湖州市安吉县的
白茶产业历经 30 年时间才成就今日的 10 亿元年产
值规模。 如今，我县需要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顺应消费
升级大趋势，加强对茶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实施
相应的政策扶持，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企
业创造活力，进一步延伸做强茶产业链、丰富提升
价值链，促进茶产业多环节增效、茶农多渠道增收。
同时， 还要加快茶产业与现代产业要素的跨界配
置，全方位助推茶产业与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休闲
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浅谈龙游茶产业之发展
◆倪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