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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春遇见茶 做乡村振兴“新主角”当青春遇见茶 做乡村振兴“新主角” ◎ 记者 贾 露◎ 记者 贾 露

日前，浙江省委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浙江样板 2024 年工作要

点》正式发布。在近日举行的浙江新闻发布会上，懂农业、会技术、爱农村的农创客代表们成了主角。

随着乡村创新创业的土壤逐渐肥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揣梦想返回家乡，成为乡村共富的生力军，他们

通过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以茶为媒，让‘绿叶’变‘金叶’”

“这个奖项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它不

仅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肯定，更坚定了我推

广宋韵点茶文化的信心。”这是来自丽水

庆元的吴美婷在第九届中华茶奥会上获

得“仿宋茗战”（社会组）金奖后的感言。

“仿宋茗战”这个项目主要对选手的

仪表仪容、茶席布置、操作流程、点茶技

法、茶汤沫浡、茶百戏等多方面表现进行

综合评选。每一项，吴美婷都表现优

异。别看她只是一个“90 后”姑娘，在茶

这个领域，她可是不折不扣的“老兵”

了。经过了十多年的茶艺研究和实践，

她已获得国家二级茶艺技师、国家茶艺

师考评员、宋韵点茶传承者、丽水茶文化

传播大使、庆元茶文化传播员、庆元首席

技师（茶艺）、庆元金蓝领、庆元茶文化推

广大使等诸多荣誉。“我将继续努力做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人。”

三年前，怀揣创业热情的吴美婷放

弃大城市的热闹繁华，义无反顾地回到

家乡庆元。结合专业特长，她萌生了推

广“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茶文化的想

法，同时开始助推庆元荒野茶产业的发

展。在吴美婷的课堂上，她希望学员们

坚守初心，以纯粹之心沏出文化香茗，并

在领略“风雅处处是寻常”的宋韵风采

中，感受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延续。

在她的学员中，已获取中级茶艺师证书

的达200余人，获得考评茶艺师资质的达

100余人。

“我想为庆元的荒野茶发展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也希望更多家乡人能了解茶

道和茶艺文化。作为宋韵点茶传承者，我

会一直坚守着向善向美的诚心，将传统文

化的温暖传递给家乡人。”吴美婷说。

吴美婷还是庆元县网联会的一名会

员。“作为新时代青年乡贤，应当运用网

络技术为家乡茶文化打开市场，让传统

茶产业插上‘数字的翅膀’”。吴美婷还

把首届荒野茶斗茶大赛搬到了直播间，

让更多人看到了庆元荒野茶的魅力，也

为庆元茶农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

“吴美婷以茶为媒，通过挖掘和传播

庆元荒野茶的独特魅力，推动乡村文化

焕发新活力。”庆元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庆元县将持续探索新乡

贤助力经济“富裕”、乡村“富饶”、精神

“富有”的新路径，在奋力推进乡村振兴、

绘就“共同富裕”蓝图上贡献新乡贤智慧

和力量。

“年轻就该拥有无限可能”

喝茶或者不喝茶，在社交媒体上，有

时像 是 一 个 代 际 差 异 。 在 朱 冰 倩 眼

里，这却是一个商机。这位 2001 年出

生的“茶校董事长”，已回到自己的家

乡安吉鲁家镇，决定在茶田绿野间，追

逐梦想。

这两天，安吉采茶忙。朱冰倩既要

帮着父母的茶场加工、销售茶叶，还要

负责安吉县鲁家盈元培训学校的茶校

培训课程，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

过去几个月，她已接待超过 3000 名学

员 。“ 我 爸 妈 从 小 就 没 有 给 我 太 多 选

择。刚开始接触茶叶时，我很被动。”忙

碌的激情，源于对茶产业“被动的”热

爱。回想起自己跟茶叶的不解情缘，朱

冰倩开起玩笑。

从小就跟着父母在茶田里忙活，让

朱冰倩对茶叶的采摘、加工、经营等流程

了然于心。“2019 年虽然去了上海读大

学，但是每年采茶季，我都会请假回家，

帮忙对接茶商和采茶工，还要对茶叶质

量进行把关。”朱冰倩说。

为什么会想到返乡创业？是一时脑

袋发热？

“在这一片片小小的茶叶里，我看到

了更广阔的前景。”茶田里的经历，让朱

冰倩跟同龄人相比显得与众不同。

朱冰倩的三口之家，像是茶产业链

的一个缩影。她说，在他们家，爸爸负责

茶叶加工，妈妈负责茶叶销售，她主要负

责培训运营，以及寻求将茶产业融入当

地文旅产业。

促成一家三口进军“茶旅融合”的因

素，除了父母的决定，还有朱冰倩自身的

深思熟虑。

湖 州 安 吉 ，有 极 为 发 达 的 民 宿 经

济。“这一行特别卷，想要突围就必须要

有特色化的运营理念，而爸妈有多年的

茶产业经历，可以跟酒店民宿做很好的

融合。”在校期间，朱冰倩曾担任校团委

办公室主任、院融媒体中心团长，主要从

事活动策划、公众号运营等工作。当父

母决定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子时，

她觉得自己可以发挥所长，便主动介入，

挑起大梁。

这股子闯劲，朱冰倩的父亲、安吉鲁

家盈元培训学校校长朱仁元看在眼里，

并为女儿的“回归”深感骄傲。“我们常说

的科技赋能、互联网营销、短视频剪辑，

茶产业同样受到这些方面的冲击。有了

女儿的加入，正好补齐了短板。”

安吉县鲁家盈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成立后，公司就以“茶业种植、加工与销

售、技能培训、农旅研学”等多样化产业

融合发展。“我现在主要做一些课程体系

的规划、招生广告的资料以及对接老师

的工作。”朱冰倩说。如今，公司还有了

专门的新研学大楼，三层的大楼占地面

积近700平方米，一层为培训、接待场所，

二层、三层为客房。

为提升茶工艺和宣传茶文化搭建更

好的平台，除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培训

班学员实地考察学习之外，朱冰倩还积

极推进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农业

与生物学院等 5 个院校签署院企产学研

合作，更深层地满足市场和学员的多元

化需求。

“我们年轻人拥有无限可能，千万不

要自我设限。”朱冰倩希望把这句话传达

给更多年轻人。

“做幸福时代的幸福青年”

“因为爱茶，研究生一毕业我就决定

回来了。”90 后金诗艺是浙江金福茶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受父亲影响，从小她就

与茶结缘。2022 年，她毅然回到家乡龙

泉。“跟这些茶树一样，我也在这片土地

上生根发芽。”金诗艺感慨，“回到龙泉这

片熟悉的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亲切又

幸福。”

返乡后，金诗艺就开始带着村民一

起发展茶产业。“以前许多种植户不懂茶

园施肥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导致产量

少，收成不高。”去年以来，公司以党支部

为引领，形成了“企业+基地+农户”的模

式。与当地农户签订合作合同，时常派

茶叶技术人员到农户茶园现场指导，普

及茶叶管理知识以及茶文化。截至目

前，公司已带动周边 2000 余农户种植金

观音茶 6000 余亩，仅公司所在的浙江龙

泉兰巨乡官埔垟村就已种植 1200 余亩，

让越来越多农户成为茶人，实现互惠互

利，共同致富。

这几年，金诗艺还带领家乡茶叶进

入“互联网时代”。通过线上销售渠道，

实现年销售额近 800 万元。她还积极运

用直播平台宣传茶艺、茶文化，让茶叶的

附加值不断提高。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青年一代，金

诗艺特别重视本土产业技能人才的培

养。她联合兰巨乡开设了茶产业共富学

堂，与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合作，邀请专

家技术人员参与学堂建设。通过家门口

办学、巧借跨域资源领学、田间地头多样

学的方式，金诗艺为家乡带来了茶叶种

植、茶叶管护、茶叶销售等全方位的实用

技术，农户种植积极性不断提高，直接带

动茶产业从业人员 45 人，形成年产业规

模2000余万元。

“做幸福时代里的幸福青年，我会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品

尝到我们龙泉的好茶，传递幸福。”金诗

艺说。

“激活乡村发展‘流量卡’”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呼 唤 更 多“ 新 农

人”。随着富阳“两进两回”（资金进乡

村、科技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

村）行动的深入实施，返乡创业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富阳新登镇昌东村的陈

利锋便是其中一个。

昌东村山清水秀，700 多亩茶园依山

而建，呈现“远看一片林，近看一片茶”的

独特景观。一直以来，当地茶农大多以

鲜叶或初级产品出售，处于价值链的最

低端，不仅利润菲薄，有时还会出现卖茶

难。

陈利锋是土生土长的昌东人，此前，

在上海读完大学就开始自主创业，从事

品牌设计等文创产业，在大城市里也算

做得风生水起。但一次回乡探亲，改变

了他的人生轨迹。

“2020 年回乡时，看到家乡茶农的境

遇，让我陷入沉思。我暗暗下决心，要把

这么好的茶叶资源做成‘潮’品牌，让大

城市里的年轻人对昌东茶一见钟情。”怀

揣着振兴家乡茶产业的梦想，陈利锋回

到昌东村。

从文创产业到现代农业的跨界，陈

利锋有着自己的“打法”，那决定以文创

理念开发新式茶饮。陈利锋的公司不光

有明前龙井、茉莉龙井、桂花龙井系列花

茶小袋茶，还有玫瑰甘红、桂花甘红、九

曲甘红系列红茶小袋茶。“本来它只是一

款销售期很短的传统绿茶，我们通过研

发、包装设计，提升茶叶的多功能性，有

效延长了销售期，更扩大了消费群体。”

公司主打的原叶小袋茶远销“北上广

深”，既解决了昌东村乃至周边村庄茶叶

销售难，也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

就业”。

“每年的鲜叶，以前是外地加工户来

收，每斤卖到五六十元。陈利锋的收购

价要比别人的高出 10%到 20%。”昌东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旭芳告诉记者，

这对昌东村的茶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

好处。

“我们一直在创新做茶，但是新式茶

饮必须根植于‘老底子’，所以我们也会

将传统茶文化传承下去，保留茶文化的

精髓和底蕴。”陈利锋表示，未来，要以新

式茶饮产业为核心，结合昌东村的生态、

文化优势，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培育新业

态，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直播中的吴美婷。庆元县委统战部 供图▲直播中的吴美婷。庆元县委统战部 供图

▲朱冰倩(右)和小伙伴一起录制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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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锋和他的茶园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