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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之一。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向宋元时期，定
能看到这座“东方第一大港”舳舻相接的盛
景，而茶这一神奇的“东方树叶”也从这里
走向了世界。

今年 5 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成为继云南普洱、福建福州茉莉花之
后，第三个来自中国、造福世界的茶叶类农
业文化遗产。近日，记者来到位于福建省泉
州市安溪县，采撷当地人护好生态种好茶、

“一片叶子富全县”的故事。

山水草虫 生态茶园

8 月虽非茶叶采摘的季节，但远眺茶
田，仍是漫山碧透，层层葱茏。

走进茶田细看，记者发现不少茶树顶上
结了蛛网，茶树之间也有杂草在肆意生长。
难道不在采茶季，就任由茶田这样“荒
芜”？安溪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工程师杨文俪
向记者解释道，这正是不用除草剂、禁用非
准入农药的结果。蜘蛛是茶树害虫的天敌，
杂草则为蜘蛛等益虫提供栖息地，蜘蛛、杂
草和茶树共生，有利于茶园内局部小生态的
稳定。

而在制茶师傅刘金龙自家的茶田里，水
平梯层、外岸内沟、边坡留草等生态种植方
法，已经成为茶园生态管理不可或缺的“妙
招”。“相邻两层茶树丘台之间有其他植物组
成的隔离带，能防止病虫害蔓延。”刘金龙
告诉记者，每逢大雨，边坡下端的沟岸和坡
面上的杂草还能防止水土流失，培厚茶田
土壤。

在茶田的“小生态”之外，安溪县全域
的“大生态”也在向好发展。2021年，安溪
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9%，AQI指
数2.54，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被中
国气象局授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茶树
在“氧吧”中生长，清新福地更显茶香。

安溪县县长刘永强表示，生态种茶成为
越来越多安溪茶农的共识。“过去有些茶农为
了提升茶叶产量，会采取矮化密植、使用农
药等方式。现在，我们正在推行茶树留高、
梯壁留草等种植模式，引导茶农用生态种管
的方式，种出高品质的茶叶。”刘永强说。

据介绍，安溪近年从区域大生态、茶园
小生态、土壤微生态三个层面立体推进茶园

质量管控，创立全国首个生物信息对抗与智
能虫害防治系统，综合采用声光电生物干扰
技术等方法，切断害虫繁殖链，让茶树在不

“喝”农药的情况下仍能健康生长。

“气象+茶” 科技赋能

人们常说，喝茶容易种茶难。事实上，
从生长到采摘再到制作，茶对降水、气温、
光照等气象条件的要求很高。能否喝上一杯
好茶，往往是天气说了算。

在郁郁葱葱的茶田里，一方白色围栏中
的各种仪器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原来，这是一座茶园小气候站，能够实
时采集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光合有效
辐射等与茶叶生长密切相关的气象数据。在
它旁边，还有一套实景监控系统，可以观测
茶叶叶背和叶面的生长情况，对茶叶产量进
行预估。

除了这些茶园中的气象设备，安溪全县
还布局建设了74套自动气象站。据安溪县气
象局局长张金超介绍，每逢重大天气过程
前，安溪县气象局会通过电视、滚动字幕、
电话、短信、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告知茶农，
以便他们提早应对天气变化，减少灾害带来
的损失。

“2019 年春茶采摘的时候，我从气象部
门得知采摘期后半段天气不好，就提前进行
嫩采，减少了近200万元的损失。”刘金龙回
想起3年前的抢采经历，由衷感激气象服务
帮助自己“知天而作”。

作为从事茶叶采制40余年的“铁观音名
师”，刘金龙受邀加入了由当地气象部门、农
业部门和制茶专家组成的工作群。据他介
绍，在茶叶采制期间，当地气象局会联合农
业农村局制作茶叶气象服务专报，进行晴
雨、气温、湿度等要素的预报，并请制茶专
家依据经验，为茶农合理安排采制时间提供
建议。

制好茶需要好天气，好天气同样也能成
就好茶。2020年，安溪县在盛产茶叶的福建
省率先开展茶叶气候品质认证，明确气候条
件与茶叶品质之间的对应关系。每一份茶叶
都能拥有自己的二维码，其中记录着将产
地、所处海拔高度、生长时的气候条件等指
标和气候品质认证等级。

刘永强表示，开展茶叶气候品质认证，
能够有效引导消费者认标消费，不断提升茶
叶产品的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截至目前，
我们已经累计为35家茶企开展了45批次产品
认证，根据市场调查，认证后的茶叶更受消
费者的青睐。”刘永强说。

以茶致富 茶香远飘

从茶田回到庄园，主人待客的一盏清茶
正散发着“观音韵、兰花香”。依托优越的自
然环境和茶产业基础，云岭茶庄园开辟了餐
饮、住宿、研学、体验等项目于一体的经营

模式，吸引了厦门、漳州等地的游客利用周
末时间前来康养放松。据云岭茶庄园负责人
陈加勇介绍，这里不仅是安溪县乡村振兴气
象服务示范点，也正在成为茶产业与文旅等
第三产业相融合的示范点。

“一片叶子富了一个穷县”，是安溪人因
茶兴业、以茶致富的真实写照。2021年，安
溪全县茶园面积达 60 万亩，茶叶总产量 6.2
万吨，涉茶总产值达280亿元。在安溪，80%
的人从事与茶相关的产业，农民纯收入的
56%来自茶产业。为达到助农增收的目标，
安溪还建立起“龙头茶企+基地+农户”的联
动机制，推动农户进入合作社或企业务工，
带动13.8万农户增收致富。

从国家级贫困县到全国百强县，安溪的
茶乡百姓不仅留住了满山青翠、空气清新的
好生态，还在茶品种选育、种植栽培、制作
工艺等方面不断创新，为全球生态农业建设
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借鉴。

在安溪县西坪镇松岩村松林头打石坑的
一处峭壁上，一棵茶树亭亭玉立，枝繁叶
茂。安溪人眼中，这是距今300多年的铁观
音母树，当年被铁观音始祖魏荫发现后，通
过压条繁殖，将茶苗赠予周边茶农栽种，这
才让铁观音在安溪遍地安家。

安溪素有“中国茶树种子资源库”之
称，拥有100多个茶树栽培品种。铁观音母
树的保存，无疑丰富了世界茶树基因库。记
者在安溪县茶博园参观时了解到，安溪茶农
首创茶树的无性繁殖法，发明了茶树的扦插
育苗技术，并掌握了乌龙茶半发酵的制作技
艺，这些生产实践的智慧结晶，为世界茶叶
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一缕茶香依然远播海外。据刘永
强介绍，目前安溪每年向日本、东南亚、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约1.5万吨茶叶，其中，
安溪铁观音作为中国首批知名地理标志产
品，已被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互
认互保清单，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

左图：茶园中的小气候站和实景监控
系统。

下图：暮色中，福建省安溪县云岭茶庄
园宛如一幅画卷。

本文图片均由颜家蔚摄

清新福地闻茶香
本报记者 朱金宜

“没有张淑珍，就没有商南茶。”
陕西省商南县，地处秦岭深处，自古不

曾产茶，如今茶园遍山坡。
张淑珍，商南县茶叶站原站长。1961

年，24岁的张淑珍从西北农学院毕业，放弃
了大城市的工作，同爱人一起来到商南。

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张淑珍的想
法很简单，“我是学林业的，山区才是我的主

‘战场’；而且，山区生活比较艰苦，希望能
够尽自己一分力量，用自己所学，帮助山区
致富。”

说走就走。
全是土路，没有班车。坐着“东方红”

牌的拖拉机，翻秦岭，张淑珍跋涉近两天才
到了商南。

“有没有一丝动摇的念头？”许多人问过
张淑珍这样的问题。

“越是困难的地方我越要去，也越是需
要我去。”张淑珍的选择坚如磐石，“从拖拉
机驶入秦岭那天起，我就决定在这里扎根一
辈子。”

刚到商南，张淑珍就发现了问题。
这里的山光秃秃的，人们的口袋也像荒

山一样，空荡荡的。
“想到这里条件苦，但没想到这么苦。既

要让山绿起来，也要让老百姓的口袋鼓起

来。”带着一腔热血来到商南的张淑珍，开始
准备大干一场。

张淑珍来了，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
把县里的林业站恢复起来了。

栽桉树，种油茶，林业科班出身的张淑
珍做了许多工作，但效果迟迟不理想，并没
有让老百姓的收入有所起色。

一次偶然的机会，县上的领导、曾经的
老红军跟张淑珍聊起来：“我在安康打游击
时，看到山坡上有很多茶树，老百姓年年采
茶卖。咱商南，能种茶吗？”

是啊，商南为什么一直没人种茶？
原来，在中国种茶历史上，适合茶叶生

长的地区大都在北纬30°以南。商南，位于
北纬 33°44′，所以从来没有人种过茶。

“这条茶树栽培临界线，真的不能北移吗？”
张淑珍下定决心一试，“科学规律是基于过去
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但以往的经验仍然
要不断求索、创新。”

说干就干。
张淑珍开始在商南引种茶树。但最初连

续几年，茶树都没有成活。“我没有学过茶叶
种植，一开始是按林业的栽培办法种茶，后
来才知道，这正是失败的地方所在。”连续尝
试无果后，张淑珍并没有气馁，“实验就是准
许失败的”。

之后，在丈夫的提醒下，张淑珍用直接
播种的办法种茶。1967年，张淑珍试着点种
茶籽，在苗圃住“干打垒”，在茶山住窝棚，
眼见嫩芽出土、成长，张淑珍内心兴奋不
已。3 年后，张淑珍从苗圃采茶，经手工炒
青，收获茶叶3斤8两。

商南结束了不能种茶叶的历史。
这3斤8两茶叶背后，凝结着张淑珍上百

万字的笔记与心血：土壤、水分、伏旱分
析，与江南茶区差异性指标研究……为采集
一手资料，张淑珍常常披星戴月、翻山越岭。

也正是在1970年，张淑珍到浙江绍兴参
观学习，当地的500亩茶园让同样处在山区

的百姓富了起来，住上了二层小楼房，当地
80%的收入都来自于茶。

张淑珍看后很是触动，更加坚定了在商
南大规模种茶的决心。

茶坊村，距离商南县城12里路，但历史
上一直“名不副实”，直到1971 年商南县第
一个茶园在此开建，“茶坊无茶”终成历史。

“那是个冬天，茶坊村的荒草坡里，核桃
幼苗稀稀拉拉。”张淑珍清晰地记得，在动员
大会上，村里的老乡们听得特别认真。“明天
起，咱都来垦荒，开茶园！”

谁知，第二天天刚亮，打开门，却见漫
天鹅毛大雪，张淑珍心里凉了大半截：“这个

天气开茶园，怕是要黄了吧？但我绝不能说
话不算数啊。”戴上草帽，翻过山梁，冒雪走
到村头的张淑珍，只见上百人已在等她。“那
一瞬间，老乡们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心里暖暖
的。”数九寒天里，茶园热火朝天地建了起来。

就这样，一片片茶叶，一座座茶园。商
南的茶越来越多。

紧接着，又有了新问题。上世纪 80 年
代，茶叶滞销。张淑珍带领商南30多家茶企
成立了联营公司，一干又是 30 多年，直到
2018年退休。

81 岁，早已是许多人安享晚年的时候，
而这个年龄，张淑珍刚刚从岗位上退下来。
即便是退休了，张淑珍也并没有闲着，还时
常到商南的茶园里看一看，为茶农茶企提供
技术指导，也为推动商南茶走出去身体力
行。“关于茶叶，我说什么，他们都听。”张
淑珍笑着说。

从西安到商南，曾经两天的路程，如今
只需要几个小时。“从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
能够与茶打交道这么多年。”一晃六十多年，
张淑珍用心用情经营茶叶，让商南的茶园绿
意浓浓，培育出一座又一座金山银山。“客人
来了一杯茶。茶叶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
也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茶叶姑娘”“茶叶奶奶”“张姨”，商南
老百姓对张淑珍的称呼永远是那么亲切。从
无到有，从一片茶叶到一座茶园，再到一家
联营公司，张淑珍带领当地百姓实现了她最
初的愿望，也因此收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但在她看来，

“这些荣誉更像是鞭子，鞭策着我继续向前，
为人民服务”。

图①：在茶园中的张淑珍。 高 炳摄
图②：陕西省商南县茶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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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商南不产茶历史的“茶叶奶奶”张淑珍

扎根秦岭六十年 引茶种树富万家
本报记者 刘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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