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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贴“大师”“山场”标签
1 斤岩茶能炒到几千元到数十万元！

“中国好人” 郭迁思：
危急关头勇救两名溺水儿童

郭迁思是广西南宁一名 60 岁的退休护士。 2018 年夏天，2
名小孩在小区游泳池溺水，危急关头，她毫不犹豫地实施应急救
援，最终把 2 条小生命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事情被发到朋友圈
后，网友都称赞她为“最美白衣天使”。 2018 年 11 月，她入选“中
国好人榜”。

退休护士伸援手 挽救两名溺水儿童
2018 年 7 月 15 日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家住南宁市东盟中

央城 A 区的郭迁思带着两个外孙来到小区游泳池游泳，突然听
到有人喊“有人溺水啦！ ”

郭迁思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循声望去，看到有人相继从
游泳池里抱起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已不能动弹，在场的众人顿
时乱成一团。一名男子将其中一个小男孩抱趴在自己的手臂上，
不停用手拍其后背。见状，郭迁思毫不犹豫丢下手里的游泳记录
卡和房门钥匙，叫男子“把他（小男孩）放到地上来施救”。 当时，
小男孩已没有了呼吸。郭迁思跪在地上，直接用手托起小男孩的
下巴，口对口吹气，并进行胸外按压 30 次。 第一次，小男孩还没
有反应。郭迁思又进行两次口对口吹气之后，再一次进行胸外按
压。 这一回，按压还没到 30 次，小男孩嘴里喷出水来，接着“哇”
地一声哭了。

小男孩救活过来了，郭迁思站起来想缓一口气，却见身后的
地上还躺着一名小女孩，几个人正在对其进行施救。 此时，小女
孩的鼻子和嘴巴都在冒着水泡，牙关紧闭，没有任何反应。“鼻子
和嘴巴冒泡，说明肺已收缩，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郭迁思后来
说，溺水后最佳抢救时间为 5 分钟，但从抢救小男孩到发现小女
孩，她不记得究竟过去了几分钟。那一刻，她的脑海里只想着“一
定要救活”“分秒必争”。

郭迁思再次跪在地上， 直接用嘴吸出小女孩口鼻中的分泌
物，帮助小女孩疏通气道，而后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
心脏按压。 按压次数还不到 30 次，小女孩嘴里就喷出水来。 接
着，小女孩“哇”地一声，翻身痛哭起来。两个小孩都救活过来了，
郭迁思已是精疲力尽，瘫坐在地。 短短几分钟，郭迁思就成功将
两个小生命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在场人员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郭迁思的义举， 当天就被在场的小区业主发送到了微信朋
友圈，“迁思了不起，向你致敬。”“郭迁思不愧是一名最美的白衣
天使，我们向您学习，我们向您致敬”……朋友圈里好评如潮。

退休不褪色 救死扶伤精神常在
救人事件后， 有亲戚朋友疑惑地问郭迁思：“如果当时救不

活两个儿童，你想过要面临的是什么吗？”郭迁思说，面对两个幼
小的生命，出于一名医务人员的职业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情
况紧急，更不能有半点迟疑，当时自己唯一担心的就是人救不回
来。郭迁思说，那是她第一次面对溺水儿童，只能凭着 30 多年来
在模型上积累的心肺复苏练习经验进行抢救。 而当两个孩子都
救活了，她的内心感到欣慰，也有了一丝成就感。

据悉，郭迁思并非首次救人。退休后的郭迁思没有放弃对歌
唱的热爱， 在宜州居住的时候曾是广西宜州市刘三姐合唱团的
一员，三年前来到南宁之后加入了广西金花茶艺术团，经常随团
到各地演出，到处都留下了她美丽的身影，同时也获得了很多奖
项。 2018 年 6 月 28 日，郭迁思随广西金花茶艺术团去往内蒙古
参加第六届内蒙古合唱艺术节， 在北京乘坐火车返回南宁的路
途中，18 号车厢有一名年龄 20 多岁的男乘客突发疾病。 郭迁思
随同队医在听到列车广播后，立即从自己的车厢赶去施救，经过
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该男子手脚冰冷、血压偏低、胃部疼痛，是低
血糖引起的急性肠胃炎。郭迁思立即让旁边乘客拿来毛巾，让列
车员去餐车拿糖水，让队医拿了胃药给男乘客，敷毛巾、喝糖水、
吃胃药后，男乘客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面对感谢和点赞，郭迁思
只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

同样是 2018 年 6 月下旬某一天，郭迁思外出时，刚好在小
区附近遇到了很多年以前救助过的一名妇女， 虽然当时只是给
了这名妇女一个鸡蛋、一碗糖水，但那名妇女一直将她的恩情铭
记于心。 记得那是在 28 年前，一名来自宜州市某糖厂的产妇由
于破水早产被紧急送来医院，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带，刚生产完没
有食物补充体能，郭迁思当即就将自己的鸡蛋给了那名产妇，并
让医院护工煮糖水给产妇，及时补充了产妇的体能。

30 多年来，郭迁思对病人、同事、亲戚、朋友都是一副热心
肠。 身边的人头痛脑热或者小伤小痛，她都是热心帮忙。 以前医
生和护士少，她经常帮同事顶班、做些分外的工作，却毫无怨言。
她说：“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不值一提。 ”

据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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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消费天价茶奢靡之风，整治市场乱象
� � � �记者在福州多家高档岩茶专卖店暗
访时，有服务人员称，这些动辄 1 斤数万
元甚至十万元以上的岩茶知名度都很
高，客户基本上都是买来送礼的，特别是
中秋、春节前后，销量井喷。

在福州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茶叶店，
服务人员向记者推荐了两款分别为 1 斤
3 万元 、6 万元的岩茶 ：“这两款茶名气
大，卖得很好。 ”

当地纪检监察干部指出， 一些人包
括少数领导干部被茶商“云山雾罩”的宣
传牵着鼻子走， 把消费 “大师茶”“山场

茶”当作风雅、有文化。 有的官员以支持
茶叶产业为由，坦然收受、消费天价茶，
形成攀比、 效仿效应， 这种苗头应当警
惕。

目前， 福建正部署开展严肃整治领
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
利问题，其中就涉及天价茶叶。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少数岩茶被炒
成了奢侈品、高档礼品，导致整个岩茶价
格也随之上扬 ，1 斤上万元的岩茶比比
皆是， 这样的炒作可能砸了武夷岩茶的
金字招牌，不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据武夷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以来，武夷山立案查处涉嫌虚假宣传、销售
伪造质量认证标志 16 件， 开展茶叶价格虚
高专项整治和茶叶价格指导，规范行业经营
行为。

据了解，针对部分外地茶商炒作“山场”
“大师”噱头等问题，武夷山将加快建设茶叶
质量可追溯制度。 目前，全市共有 479 家企
业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严格规
范“大师茶”售卖，对“没有参与茶叶加工就
随意签名”的，坚决取缔“特级制茶工艺师”
等荣誉称号。

� � � � 近年来武夷岩茶
价格持续攀升，各种贴
着“大师”“山场”标签
的岩茶充斥市场，价格
从 1 斤几千元到数十
万元不等。

记者近日在福建
福州、泉州、武夷山等
地调查发现，五花八门
的“山场茶”“大师茶”，
其实不少是外地茶、普
通茶包装而成。

天价“牛肉”充斥市场，实际每年产量仅 1000多斤
� � � �记者近日在泉州、 福州等地多家高
档茶叶店看到， 店内均有多款牛栏坑肉
桂销售，价格每斤从数千元至 20 万元不
等， 而电商平台出售的牛栏坑肉桂则多
达数百款。

在福州一家茶叶店， 记者看到好几
款牛栏坑肉桂， 价格从每斤 1 万元到 10
几万元不等， 其中一泡 8 克装的限量版
牛栏坑肉桂 ，价格卖到 3000 元 ，贵过黄
金。 店员称，这些茶叶都产自牛栏坑，品
质高，极其稀少、珍贵。

记者在武夷山采访了解到， 牛栏坑
茶园归当地茶农所有 ， 每年产量也就
1000 多斤，而且大多并没有流入市场。

既然产量如此稀少， 为什么各家店
都在出售？ 同一家店的不同款牛栏坑肉
桂，价格为何相差一二十倍？ 店员称，别
家有假的，但自家公司在牛栏坑有茶园，
是真“牛肉”。 至于价格差异，主要是因为
茶园位置不同、采摘茶叶部位不同，口感
有明显差别。

除了牛栏坑肉桂 ，市场上还充斥着

标着武夷山多个山场标签的茶 ， 如有的
茶企以 “肉 ”作为卖点 ，推出 “龙肉 ”（九龙
窠肉桂 ）“虎肉 ”（虎啸岩肉桂 ）“鬼肉 ”（鬼
洞肉桂 ）等 ，渲染其品质 、稀缺性 ，卖出高
价 。

除了“山场茶”，“大师茶”在市场上也
比比皆是。 在多家知名电商平台和一些线
下茶叶经营店，记者看到，从 1 斤六七千元
的小罐岩茶，到 1 斤一二十万元的精品茶，
形形色色的“大师”签名印在茶叶包装上。

业内人士揭秘：散装茶、外地茶、平价茶贴上标签变“稀有”
� � � �记者在武夷山走访多家茶企和农户
了解到， 不少外地茶商或是到武夷山收
购散装茶叶，或是挂靠武夷山的茶企，或
是将外地茶叶运到武夷山加工， 然后将
这些茶叶贴上武夷山特定山场标签，通
过夸大渲染、稀奇古怪的“花名”，忽悠消
费者，卖出高价。

在武夷山三姑度假区开店的茶农袁
某透露， 其销售的马头岩肉桂 1 斤 600
元 、牛栏坑肉桂 1 斤 3600 元 ，买得多还
有较大优惠， 不少外地茶商大肆收购 。
“把散装茶卖给他们自己包装 、 贴牌销

售，价格翻好几倍。 ”袁某说。
曾在一家外地知名茶企茶叶专营店

从事销售的叶某告诉记者， 公司销售牛
栏坑肉桂等茶叶声称 “珍稀”“限量”，每
年限量销售几百份， 每一份茶叶都有编
号。 但实际上，只要有客户，想要多少供
多少。 此外，还有所谓“限量珍藏版”“特
供版”，其实都是可以批量购买的。

记者调查了解到， 一款在武夷山当
地只卖 1 斤三四百元的平价茶， 在外地
企业的包装炒作下，被渲染成“大师”工
艺、“大师”水准的高价茶，附上“大师”的

签名和照片，价格翻了 10 几倍。
“这家外地茶企曾经找过我，提出这种

合作模式，把平价茶改头换面炒成高价‘大
师茶’。 ”全国政协委员、武夷星茶叶有限公
司董事长何一心说，这是欺骗消费者。

在武夷山采访时， 何一心的说法得到
多位业内人士印证：不少“大师茶”并不是
高品质茶，也不是“大师”制作的茶，有的就
是一些大众茶改头换面而成， 有的还打着
大师“监制”“封存”“推荐”等擦边球 ，卖出
高价。

� � � �这是位于武夷山正岩核心区的牛栏坑茶园，茶
园面积有限，每年产量也就 1000 多斤。

� � � �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形形色色的“大
师之作”广告还充斥在岩茶的销售页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