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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早春时节，生机勃发的茶树

刚刚吐露出新绿的嫩芽，我们便能喝上新春第一杯香气氤

氲的特早茶，仿佛那春天所有的美好都尽数装到杯中，一

抹新绿，一缕茶香，说不清是春色迷人还是茶香醉人……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茶，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

载体，更是传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文化使者。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以茶论道”，倡导国际关系中“和而不

同”“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茶产业是我国兼顾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特色优势产业。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三茶”统筹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茶是我国特色优势产业，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

的发祥地。近年来，我国茶产业、茶文化蓬勃发展，全国

茶园面积突破了 5000万亩，茶叶产量达 3000多万吨，比

10年前翻了一倍。我国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均居世界的首

位，茶产业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稳定扩大就业，增加农

民收入做出了贡献。同时通过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华民

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茶文化。我国首次推动联合国设立国

际茶日，成功举办了五届国际茶博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2020年 4月，

在陕西安康考察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2022

年 10月，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也强调，

茶产业大有前途，下一步要打出自己的品牌，把茶产业

做大做强。

茶产业是关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民生产业，对巩固

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世界最大的茶产业消费国

做好茶产业这篇大文章
文︱麦子

和产茶国，中国茶叶市场规模庞大，开发潜力巨大，如何

持续推动茶产业健康发展，提高茶产业质量效益、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茶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是行业

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面对新形势，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主攻流通、主打品牌为主线，积极

贯彻落实国家品牌农业发展的相关重点工作，在推动生态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应

用数字、生物等高新技术，打造土壤健康、产出高效、产

品优质的生态农业全产业链体系。以产品为主线，全程质

量控制为核心，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以 AI

大数据区块链的技术为支撑，打造包括质量追溯、标准认

证、智慧物流等在内的现代产业园智慧化的服务体系，整

合市场渠道资源，建立产销对接长效机制，打造产地端到

销售端的农产品供应链闭环，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和食品

安全。产业振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加速器，要形成绿色安

全、优质高效的乡村产业体系，保持产业的持续活力，助

力人民群众持续增收，就要写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当前，茶叶自身的产业特性和文化承载功能迎来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成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绿的有效途径，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具有重要意义。茶产业要不断挖掘茶文化的内涵，增

强茶文化软实力，建立茶文化、茶产业和茶科技的统筹发

展产业，以高新技术为依托，推进茶产品的深度开发，加

速茶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拓展茶产业多种功能的发展，

提高茶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各区域茶品牌提质增

效，共同擦亮中国茶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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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Special Focus

品尝春年里的“第一杯茶”：纳溪特早茶
文︱素璇

瑞雪报春来，茶香暖人心。2月

1日，在 2024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中国·泸州纳溪特早茶新茶上市媒体

见面会（以下简称见面会）在京举

办。本次见面会由中国优质农产品开

发服务协会、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农业科学院

茶叶研究所指导，由泸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政府承办。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属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区，是川南山地河谷地区

独特的河谷季风气候，具有冬季气温

高、春季回暖早、昼夜温差大、水热

资源丰富的显著特点，特别适宜早茶

生长。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使得纳

溪新茶最早可在春节前上市，是全球

同纬度最早采摘鲜叶的地方，填补

了春节期间无新茶的空白。纳溪特

早茶外形扁平挺直，色泽翠绿，汤

色黄绿明亮，香气栗香浓郁持久，

滋味鲜醇爽口，富含茶多酚和氨基

酸。北宋时期，书法家黄庭坚曾在

纳溪区清溪河石壁上手书石刻“二月

茶”，流传至今。

如今，泸州纳溪是中国特早茶

之乡、中国名茶之乡，是农业农村部

川西南早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基

地。“纳溪特早茶”地理标志于 2011

年 12月通过农业农村部审批。

革命老区发展茶旅融合新产业

泸州地处四川东南，是云贵川渝

接合部区域中心城市，也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南翼中心城市，全市幅员

面积 1.2万平方千米，辖 3区 4县，

户籍人口 503.8万人。

泸州是中央红军四度赤水的重要

转战地，是著名的中国酒城、全国文

明城市四川最大的港口城市，拥有泸

州老窖和郎酒两大中国名酒，也是中

国唯一的浓酱双优白酒原产地。

“近年来，泸州市获评四川省

乡村振兴先进市，纳溪区作为泸州茶

产业核心区，大力抢抓四川省打造千

亿元茶产业和培育制造精致川茶的战

略机遇，立足特早、有机两大资源禀

赋，持续擦亮中国特早茶之乡的靓丽

名片，成功走出了一条茶园变公园、

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的特色产业

发展之路。目前，‘纳溪特早茶’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已经超过 45亿元。”

泸州市委副书记何洪波在会上介绍。

何洪波表示，当前，泸州市政

府正坚持以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泸州市纳溪区委副书记、区长袁维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