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慧黠 版面设计：张超平 06新闻热线 2151666

大花园·城事

满园茶香飘逸处 知有行商买 来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茶商大会松阳银猴茶叶节开幕

阅读提示

昨日上午，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茶商大会松阳银猴茶叶节
开幕，十万余茶农茶商齐聚松阳，在这里品茶、斗茶、谈茶……

□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叶琳 黄碧云 鲍晓华

本报讯 阳春三月吐新芽，正是春风
啜茗时。 昨日上午，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茶商大会松阳银猴茶叶节开幕。 收获着丰
收的喜悦，弥漫着氤氲的茶香，十万余茶农
茶商齐聚松阳，品茶、斗茶、谈茶……茶叶
的故事在这里演绎到了极致。

� � � � � �碳中和茶松阳试验基地揭牌
� � � � 昨日上午，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茶
商大会·松阳银猴茶叶节隆重开幕。 开幕
式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碳中和茶松
阳试验基地正式揭牌。

茶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也是最
具中国特色的经济作物，从种植、加工，
到储存、包装，再到运输、销售，一连串环
节都会排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联合国
粮农组织在松阳建立碳中和茶试验基
地， 正是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环保途径
吸收茶叶全产业链产生的碳排放。 这也
标志着松阳茶产业将主动对标国际生态
有机种植标准， 正式开启绿色发展的新
征程。

碳中和茶试验基地负责人孟文化告
诉记者， 松阳碳中和茶试验基地总面积
350 亩，主要茶树品种为乌牛早、龙井 43
和白茶，茶产品以绿茶为主。 在这个基地
已建成物联网数据监控系统与微滴灌自

主浇灌系统，实现了“猪—沼—茶—果”循
环种养。“碳中和尤其讲究生物的多样性，
既能提高资源利用率， 又可以减少碳的排
放量。 经过这几项技术以后， 我们自己茶
园产生的碳排放基本上已经中和了。 ”

松阳作为全国产茶大县， 拥有全国最
大的绿茶交易市场和完整的茶叶全产业
链， 并开展了全国第一个茶园大数据精准
采集与应用的试点研究项目。 中国农科院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碳中和茶项
目首席专家许吟隆说：“碳中和茶基地的
效果非常好， 再加上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
碳中和项目，将先进理念结合起来，对于
我们松阳茶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 ”

据了解，接下来，该基地将规划低碳发
展产业链， 继续挖掘茶叶生产在应对气候
变化、 茶叶品牌价值和产业链方面的成功
经验，并进行全面推广。

记者 雷宁 兰雷伟 摄

� � � � � �来自 15 个国家的外宾为松阳点赞
� � � � 3 月 26 日，来自 15 个国家的国际友
人齐聚松阳，实地了解松阳茶产业、品味
松阳茶味道，开启一场清香、清味、清雅
的茶文化之旅 。 松阳的各个网红景
点———独山驿站、石门圩廊桥、大木山骑
行茶园、四都乡西坑村云端觅境、过云山
居民宿、陈家铺村先锋书店、平田村云上
平田民宿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在沿途古法造纸、麦秆扇编织、松阳
豺虎画等带有“松阳特色”的摊位前，国
际嘉宾更是久久不愿离去， 对松阳传统
工艺惊叹不已。 摩洛哥外交部全权公使
阿拉维·杰姆说：“这是我第一次来松阳，

感觉松阳非常漂亮。 我觉得茶是我们生命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的产茶历历史史非非
常悠久， 摩洛哥的茶叶很多是从中国国进进口口
的。 我来这里主要想了解松阳茶叶的的质质
量、 茶叶生产加工的过程以及茶叶进口方
面的有关内容，希望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

嘉宾们还讨论起松阳的茶产业。 英国
国际茶委会执行主席马努甲·佩雷斯表
示，松阳的茶叶非常漂亮，管理的也很很好好。。
在在茶茶园园面面积积日日渐渐扩扩充充的的同同时时，，还还应应当当思思考考
如如何何平平衡衡茶茶叶叶市市场场的的供供需需关关系系、、 考考虑虑茶茶叶叶
的衍生产品、发展与茶叶有关的产业等问
题。

浙南茶叶市场的“茶王争霸”
� � � �随着茶叶节开幕， 有着中国绿茶第一
市之称的浙南茶叶市场也迎来了新的交易
高潮。 除了买卖茶叶，第 12 届松阳银猴茶
王王赛赛的的现现场场比比赛赛，， 也也在在这这里里进进行行，，2200 位位松松
阳阳籍籍炒炒茶茶能能手手一一字字排排开开，， 现现场场炒炒茶茶，， 翠翠绿绿
色色的的“硝烟”在比赛现场弥漫，这正是今年
新增加的现场炒茶环节。

茶叶炒制最重要的是对温度的控制和
制茶手势。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些参加比
赛的选手，既有头发花白的老师傅，也有
年纪轻轻的“00 后”，甚至还有师徒一起上
阵的。

整整三个小时炒制后， 茶青终于成为
了茶叶。 下午一点半，专家评委们来到“茶
王” 赛评比地点， 对早上炒制好的茶叶进
行打分，其中茶叶外形占比 40%、汤色占
比 10%、香气占比 20%、滋味占比 20%、叶
底占比 10%。

专家告诉记者，观外形主要看芽头、色
泽、 茶形等， 看汤色则要观察是否明亮透
彻， 闻香气分热闻和冷闻， 主要看是否清
香持久，品滋味则要品评茶水味道是否浓
郁鲜爽， 观叶底则是看茶底是否色泽鲜
亮。

经过专家评委们的层层筛选， 本届茶
王赛的“茶王”桂冠被 12 号参赛选手余伟
林夺得。 余伟林告诉记者：“我是新兴镇
人，做茶叶也有 20 多年了。 2018 年到县职
业中专当外聘老师， 因为家里是做茶的，
所以从小时候就开始接触茶叶了。 我自己
喜欢喝茶，也会不断学习研究炒茶工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