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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过后，正是夏茶采摘的黄金
季节。

走进普定县穿洞街道亮峰茶场，放
眼望去，茶山层峦叠嶂，一垄垄嫩绿的
茶叶青翠欲滴，茶农正忙着采摘夏茶。

白日采茶忙不停，晚间制茶香四
溢。傍晚时分，在位于普定县猫洞乡夏
茶加工生产线上，制茶机器高速运转，
工人们有序忙碌，浓郁、醇厚的茶香飘
散在工厂车间。

“夏茶的生产不仅让茶园产生更好
的价值，还拓宽了茶农增收的途径，让
绿色产业持续释放‘红利’。”普定县农
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光禄告诉记
者，近年来，普定县积极引导茶企和茶
农参与夏秋茶开发生产，延长茶叶产业
链，让生态茶产业持续释放效益，以茶
产业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茶兴业、以茶兴县。近年来，普
定县立足资源优势，将茶产业确定为主
导产业，依托“朵贝茶”品牌，大力推进
规模化、标准化茶园建设，积极做好茶
产业延链补链，推动茶产业农文旅融
合，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路，以高质量茶产
业发展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年，全县茶园面积达9.7万亩，投产
面积 7.2万亩，产量达到 5100吨，产值
8.2亿元。

规划引领，从茶“叶”到
茶“业”

一阵夏雨过后，山峦间萦绕着层层
云雾。汽车从普定县城出发，往穿洞街
道的山水间行驶，沿路的山坡上绿色茶
叶层峦叠嶂。

高山出好茶，好茶在高山。普定
县，大部分区域属于海拔 1100至 1300
米的山地，性情温和的岁节和湿润多情
的雨季，飘渺的雾气在清晨与傍晚缭绕
碎石堆积的峰峦间，为小叶灌木朵贝茶
林提供了最舒适的温床。

普定的朵贝茶曾是贵州十大名茶，
历史悠久，誉满全省。有诗曰：“日日换
新茶，岁岁夕阳红。曾经帝王品，飞入
百姓家。”

然而，在多年前，全县茶叶产业一
直面临“规模小、品种差、品牌弱和低产
低质低效”的窘境。

如何破局突围？普定县委、县政府
把茶叶产业链作为农业主导产业，从
2007年 9月出台《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到 2012年 7月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再到2019年出台《普定县加快茶叶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连续多年出台政
策，对茶叶产业发展作出目标定位。

同时，普定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规划先行、市场运营”的工作思路，
围绕“朵贝茶”原产地核心区、白茶种植
区以及优质绿茶产业区，重点打造穿洞
—玉秀—化处、坪上—鸡场—马场连线
产业带以及完善猫洞连片茶产业园；在
巩固原有茶园的基础上，重点实施茶园
提质增效，逐步实现全县茶产业扩面、
增效的预期目标。

在资金保障方面，深化东西部协
作，广州市花都区以穿洞街道茶产业为
基础，通过资金投入、招商引资等方式，
共建穿洞茶叶农业产业园区，引领、带
动全县茶产业发展。2020年至今，每年

投入财政衔接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
2000万元以上支持茶产业发展。

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推动全县茶业
增效、茶园增产、茶农增收。全县茶园
基地规模从 2006年不到 1万亩扩大到
如今的9.7万亩，种茶乡镇从5个拓展到
目前的10个，形成了以化处镇为中心的

“朵贝茶”原产地核心区；以穿洞街道为
重点的白茶种植核心区；以猫洞乡、鸡
场坡镇、马场镇为重点的优质绿茶产业
区，辐射带动坪上镇、玉秀街道等适度
发展的发展格局。

品质“出圈”，从“卖资源”
到“卖健康”

普定县化处镇朵贝村，是普定“朵
贝茶”的发源地。走在朵贝村的绿色茶
园，记者被茶树下随处可见的“三叶草”
深深吸引。

“难道是管护不当，老茶树下长起
了杂草？”记者问茶园负责人国应武才
知道原因，这是县里联合省农科院的专
家在全县各大茶园推广的一种“以草治
草”的科学方法。

“为做出一杯干净茶，普定县域内
茶园坚决禁止喷打农药，所以我们采取
这种科学的生物防草技术。”普定县农
业农村局分管茶产业发展工作的副科
级领导王俊说，生物防治只是确保茶园
绿色生态的举措之一，普定大部分茶园
还采取生物防虫、太阳能防虫等技术，
目的就是保障茶叶的安全、品质。

在位于普定县穿洞街道的亮峰茶
场，满山的白茶在高山中，散发出淡淡
的清香。

“从安徽老家来到普定种植白茶，
就是考虑到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生态优
势。”普定县亮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蔡峰介绍，穿洞街道拥有高海拔、
低纬度、多云雾等优势，降水充足、生态
良好，种出的白茶品质极佳。“为保证茶
叶的健康高品质，茶园采取人工除草，
不打除草剂，病虫防治采取生物防虫和
太阳能杀虫灯防虫。”

贵州茶，贵在绿色，贵在健康，作为
身在贵州的“普定茶”，也不例外。

增强科技含量，抓好提质增效。近
年来，普定县积极主动对接贵州大学、
省农科院、省植保站等科研院校及上级
植保部门，以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茶
叶专用肥推广和黔茶系列品种推广“三
大行动”为重点，以高标准茶园建设为
抓手，指导茶区、茶农、茶企抢抓季节，
抓好施肥、修剪、除草、病虫害防控等茶
园管理关键环节，提升茶园管护水平。

强化质量安全，注重督查监管。严
格执行《贵州省茶产业发展条例》，茶山
上禁止使用塑料盆、塑料袋盛放茶青，
茶叶生产车间茶青及在制品全程不落
地；推动龙头企业建立完善茶园和茶叶
加工厂的可视化动态监控系统。

“我们每年都要开展茶山净园行
动，全面打击违规使用除草剂的行为，
加大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
违规使用禁限农药的行为。并定期开
展茶叶质量安全检查，加大茶叶抽检力
度，确保茶叶质量安全。”普定县茶叶生
产管理站负责人周元鑫介绍，普定县茶
产业坚持生产向绿，品种向优，品质向
好，为世界奉上了一杯“干净、健康”的
生态茶。

强链补链，从“树品牌”到
“走市场”

品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茶叶的
经济效益。

普定发展茶叶种植历史悠久，但茶
产业发展与全国一些地区相比差距较
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缺乏强势
品牌的引领。

“在过去，全县十几家茶企，每家企
业都只宣传自己的品牌，最终导致茶市
出现‘一流品质、三流价格’的怪象。”周
元鑫说，在过去，茶企“散兵作战”的状
况一定程度上影响普定茶产业品牌的
影响力。

好品牌是竞争出来的，也是培育出
来的。

早在 2016年，普定县茶业协会成
立，按照“一县一品牌”思路，全力打造

“朵贝茶”区域公用品牌，形成统一品
牌、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对外宣传
的品牌整合格局。

走进贵州省茗之源茶叶专业合作
社在普定县城的茶叶销售门店，记者
仔细观察，不管是绿茶，还是红茶、白
茶，10多个产品系列均贴有“朵贝茶”
的标识。

“有了统一的区域公用品牌，有利
于全县各茶企统一质量标准，保障品牌
茶叶的品质，提升普定茶叶的市场知名
度。”作为普定县茶叶协会秘书长、贵州
省茗之源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姚
春雷说，目前，全县茶企生产茶叶的技
术标准都是标准执行，严格把控茶叶品
质，不断提升公用品牌的影响力。

“茶香也怕巷子深”。规模化、高
品质是普定茶产业发展的基础，而公
共品牌的推广，无疑是发展中极其重
要的一环。

“请进来”。通过举办以茶产业为
核心的茶文旅、产品展示、展销、推介、
斗茶等活动，邀请农特产品消费客商、
专家团队到县品鉴。

“走出去”。通过组织企业积极参
加在大中城市、茶叶市场等举办的茶博
会、农交会等展销活动，在高速路等人
流量大的地方设置广告牌等方式，大力

宣传“朵贝茶”品牌及产业发展情况，提
高市场知晓率和品牌美誉度。

讲好文化故事。着力推介“朵贝
茶”品牌及宣传“朵贝茶”文化，以“朵
贝”命名街道、酒店，茶饮食、茶歌词、茶
诗句等茶文化创作氛围浓烈，品茶、谈
茶、喜茶、爱茶、以茶会友、以茶为傲在
普定已成为一种时尚。

通过宣传推广“朵贝茶”品牌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2013年，获国家质检总
局授予“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2020年 9月，入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第一批 100个知名地理标志；2024年，

“朵贝茶”获“2024年中国好绿茶大会推
荐区域公共品牌”称号。

握指成拳才能凝聚更多力量。有
了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普定茶产
业集群效益突显。普定县茶叶企业、
合作社从 2007年之前的 3家发展到现
在的 56家。目前，在 56家企业中，有
省级龙头企业 8家，市级龙头企业 14
家，19家通过 SC认证，39家企业有茶
叶加工厂，企业、合作社不断发展壮
大，产业带动农户增收的发展格局正
在凸显。

品质提上去、品牌打出去之后，普
定还在打通销售渠道方面寻突破，让茶
叶走向市场。

“除了传统的上海、福建、安徽等市
场，目前正借助东西部协作机遇，积极
对接广州市场。”周元鑫介绍，目前，普
定县正通过发展订单茶叶、搭建产销平
台、培育新兴业态等方式，努力拓宽市
场、开辟新的销售渠道，不断开创茶产
业发展新格局。

延长产业链，小茶叶带动茶旅融合
大产业。目前，普定县围绕化处镇朵贝
茶核心区、穿洞街道“白茶小镇”核心
区、猫洞乡高山生态茶园区，打造生产+
观光型生态茶园，吸引外地客商、游客
品茶观光。目前，已有 100余家客户陆
续与绿源合作社、茗之源合作社、鸿盟
茶业签订了茶旅、茶园认购协议，认购
茶园面积达100余亩。

一叶成一业，一业富一县。关于以
茶兴业、以茶兴县的故事，在今天的普
定大地，仍在续写。

普定：以茶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早报记者 伍水清 詹艳 文/图

茶农正在采茶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