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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一直是浙江的特色产业之

一。近年来，浙江各地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因地制宜，

把茶产业发展同康养相结合，不断拓展

文旅边界全方位、多层次释放康养价值，

打“文旅康养”牌，走“融合发展”路。

好生态焕发茶旅融合“新活力”

三月的武义春色怡人，而在它撩人

的春意里，有三分必是茶香。

茶叶是武义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

中国第一个“有机茶之乡”，武义的有机

茶的种植面积、产量及产值均居全省第

一。

“八山半水分半田”的武义有着优质

的生态资源，这也使得武义的茶园个个

有氧有颜。那层层叠叠、连绵起伏的茶

山氤氲着缭绕的云雾，自成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据悉，武义现拥有茶园 12.15 万

亩，其中观光茶园 2.3 万亩，年接待茶旅

游客达200万人次。

走进武义履坦镇坛头村，沿着青石

板路前行，一幢幢古建筑错落有致地分

布着，随处可见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诗

画般的风景，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得益

于武义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

大做强生态产业。近年来，武义县坚定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

紧扣住建设美丽武义和生态富民目标，

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深层次创新“无

废”产业，为武义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

色动力。

始于茶，但不止于茶。为持续擦亮

“温泉康养名城”“中国茶文化之乡”两张

“名片”，武义积极探索茶旅融合新模式，

紧抓农产品消费转型升级机遇，充分发

挥当地茶资源禀赋优势，加快茶旅一体

化建设步伐，本着“挖掘一批富有内涵的

茶文化，打造一批富有特色的茶项目，开

发一批全年龄段覆盖的茶产品，推广一

批全省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的代表性茶

园”的理念，以一片叶子盘活绿水青山，

推进茶园由“产”向“游”转变。

骆驼九龙黑茶文化园占地面积约 50
亩，是一个集茶文化传播、培训、观光、休

闲于一体的茶旅示范基地。“我们不仅把

边疆茶制成高端养生茶，还前往西域边

疆售卖黑茶，把温泉之城、江南水乡的茶

叶，送到高远辽阔的南疆北疆。”对于传

承千年的茶文化，讲好武义共富故事，园

区负责人祝雅松侃侃而谈。

据了解，该园区以黑茶加工观光线

为核心，配有黑茶制作体验区、茶文化

博物馆、茶膳美食餐厅、品茗休闲区、

西域风情街、塞外风情景观、火车茶吧

等功能区块，“黑茶工艺复杂而神秘，

通过骆驼九龙黑茶文化园观光，游客

可以亲眼看见黑茶加工的全过程，揭

开神奇的黑茶加工制作工艺。这样的

旅游点深受游客喜欢。”一位当地的地

接导游说。

“我们始终立足茶产业，以‘提升茶

经济、弘扬茶文化’为经营目标，逐步形

成以黑茶养生文化为核心的新型工业

旅游企业。”园区工作人员透露，骆驼九

龙黑茶养生文化园前期投资 5000 余万

元，规划总投资将达亿元，力争将黑茶

养生文化园打造成国家 4A 级旅游风景

区。打造出以“养生”为主题的特色化、

市场化、多样化、娱乐化与智能化的工

业旅游胜地，有效带动周边乡村茶旅融

合发展，为全县生态旅游发展开辟新

天地。

以绿水青山孕育康养“新势力”

松阳，一个与茶已经分不开的秘境，

拥有着“绿水青山”的先天优势，自古以

来就是茶产业的核心重镇。喝松阳香

茶，闻浓郁清香，品千年古韵，已成为一

股新潮流。

在有着 2400 多种药用动植物的松

阳，民间流传着丰富的单方验方，端午茶

等养生食品更是深入寻常百姓生活。

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是破

局晋级的关键。早前，松阳提出打造

“中医药复兴地”“国际中医药康养胜

地”，之后更是将中医药明确为四大主导

产业之一。

作为浙江省 26 个山区县之一，松阳

自觉置身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这一大局，致力打造“全域康养胜地”

金名片。近年来，松阳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大花园建设战略部署，牢牢把

握大花园示范县建设契机，坚守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的底色，全域实施了最美生

态保护行动。如今，松阳正依托绿水青

山全力打造长三角最佳康养胜地。

为更 好 地 促 进 茶 叶 与 康 养 融 合 。

松阳以茶园为核心，通过资源整合、功

能融合、景观营造，开发精品茶主题旅

游路线，打造了集茶园观光、运动休闲

和茶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通

过设计休闲健身、越野比赛等骑行线

路，创成全省优秀休闲运动旅游基地

——大木山骑行茶园。并通过微信、微

博等网络平台，推出“周末去哪儿”“游茶

乡行古村”“舌尖上的松阳”等系列线上

活动，线下举办“茶园婚纱秀”活动、承办

省级自行车公开赛等。除了大木山，还

依托茶园资源、茶文化禀赋，推出了“茶+
古村落旅游”，将茶文化与古村落文化

有机融合，目前已打造了 9 条茶主题旅

游线路。

此外，松阳还以打造全域康养胜地

为契机，将茶叶融入食养，将茶叶与“松

阳家宴”“松阳十大碗”“松阳十大小吃”

等传统乡土美食开发相结合，开发了茶

叶熏火腿猪肚锅、仙草绿豆腐、抹茶沙

擂、绿茶流心酥等含茶叶的美食。接下

来，松阳将加强茶叶的食养价值挖掘，打

造更多松阳茶特色美食。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富得了百姓”，松阳康养胜地的名气越来

越响，正逐步走出长三角，走向全国。

“点绿成金”走出共富新路径

在第十五届温州（苍南）开茶节暨打

造“中国养生茶之都”启动仪式上，一款

由当地茶叶与栀子花结合而成的养生茶

——栀子花茶，尤受追捧，吸引不少企业

现场订购，售出了近3000套。这一热度，

折射出了当前养生茶市场的消费潜力，

为苍南打造“中国养生茶之都”传递了积

极的市场信号。

苍南是中国茶文化之乡，有2座茶园

被评为“全国最美茶园”，但茶叶品牌有

待进一步培育和打响。苍南茶叶究竟要

如何出圈？苍南县茶文化研究会会长

丁云铭称，当地有关部门在调研后提

出，苍南作为中国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集

散中心，拥有广大的中药材滋补品消费

市场，再加上国人越来越重视养生保健，

完全可以结合本地资源推进茶产业与中

药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一座“中国养生茶

之都”。

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国工程院陈宗懋

院士团队、浙江大学药学院中药所等专

家团队的认可。经前期调研，浙江大学

药学院中药所决定，计划用 3 年时间，与

苍南县茶文化研究会，就人才输送、资源

共享、技术研发、顾问咨询、知识培训等

方面展开合作，全面推进养生茶产业发

展，以“中国养生茶之都”品牌助力苍南

茶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擦亮这片推动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金叶子”。

围绕新发展定位，苍南推出十大行

动，包括建设有机茶园基地、形成“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订单化生产模式、制

定养生茶行业标准等。在开展配方研

发、推出系列产品方面，如苍南已上市的

栀子花茶、陈皮红茶等本地特色养生

茶。其中栀子花茶由本地栀子花与本地

红茶或绿茶或白茶窨制而成。据桥墩镇

副镇长林元笔介绍，苍南最大的栀子种

植基地在桥墩镇南山头村，现有栀子

3000多亩、茶园3000多亩。“以前，村民种

植栀子花，主要是卖栀子果，现在栀子花

也能卖钱。种植面积不变，栀子花种植

户的收入几乎翻倍了。”南山头村党委书

记潘孝省介绍，为了增加栀子花附加值，

南山头村通过举行栀子花旅游文化节，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进一步打

响了南山头栀子花海品牌。据悉，苍南

县正聚力打造“中国养生茶之都”，栀子

花茶作为养生主打产品，去年销售额超

千万元。

“未来，在苍南茶叶链上附加更多本

地药材资源后，我们的养生茶产业将大

有可为。”

【编者按】近日，在西湖龙井原产地一级保护区的茶园里，多台 AI 采茶机器人在采摘西湖龙井明前茶

嫩芽，成为西湖龙井茶园一道新风景；在浙江湖州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的茶山上，采茶工们熟练地采下嫩

芽放进腰间的竹篓⋯⋯眼下，浙江各地陆续进入春茶采摘黄金期，茶农、茶企正抢抓晴好天气采制“明前

茶”。阳光下，满目生机的茶园为茶农们送去了丰收的喜悦，也为我省茶产业带来了别样的“春天”。

近年来，浙江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多措并举讲好茶文化生态旅游的生动故事，让“一片叶

子”成为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新锚点，成为富农增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期我们特别推出【一叶

春茶绿】专题，以旅游、康养、乡村振兴和新生代传承等视角，呈现以一片“小叶子”做好“三茶”融合这篇

“大文章”的浙江做法。

不负新芽绿

美丽乡村打响茶旅“康养牌”
◎ 记者 贾 露

▲金华武义大圆塘茶园

▲苍南第七届松山栀子花旅游文化节活动现场。（图片由苍南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