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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武夷山北麓的铅山，土壤、气候

等条件适合茶树生长，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

要的产茶区。早在明清时期，河红茶就已出

口欧洲。

近年来，借着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东风，

铅山县坚持“品牌优先”战略，统筹做好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推进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全力将河红茶打造成“有品牌、

有标准、有市场、有机制”的现代茶业。截至

目 前 ，全 县 茶 园 超 11 万 亩 ，年 产 量 达 4520
吨、综合产值达 24 亿元，产品远销国内外。

河红茶入选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展示茶

样，铅山河红茶入选江西农产品二十大区域

公用品牌。

融合发展
推进茶产业全链条改革

铅山茶农世代种茶。受多重因素制约，

长期以来，当地茶产业始终发展粗放、大而

不强。

走老路到不了新地方。近年来，铅山以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根本路径，优化全流程

资源要素，贯通融合河红茶产业的产前、产

中、产后、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助推茶叶全产

业链优化升级。

该县出台《铅山河红茶种植技术规程》

《铅山河红茶加工技术规程》等江西省地方

标准，从技术规范的角度指导河红茶标准化

种植与加工，为河红茶产业的高标准种植与

加工提供指引。统筹 1000 多万元资金支持

河红茶产业发展，引导茶农茶企在英将乡、

稼轩乡等乡镇新建或改造茶园，扩大乡村振

兴带沿线观光茶园种植规模，今年可新增标

准化茶园 5000多亩。

支 持 茶 企 建 设 连 续 化、自 动 化 精 制 加

工生产线，对新购置生产加工设备、建设数

字茶厂的企业进行适当奖补。铅山县绿和

有 机 资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是 一 家 以 茶 叶 种

植、加工和销售为主的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近 年 来 产 值 逐 年 攀 升 ，去 年 达 6900 多 万

元。该公司经理江平说，近几年投资建设

河红茶精深加工车间 1300 余平方米，引进

了 4 条 茶 叶 智 能 化 生 产 线 ，实 现 产 业 规 模

化、标准化发展。

铅山与金融机构共同搭建银企惠农金

融平台，授信发放信用贷款，目前已授信“铅

茶贷”2200 余万元，并引导茶企购置茶叶种

植保险，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既要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助“一片

叶”香飘四海，铅山积极组织企业出海抢单，

通过“公司+”模式，助推紫峰堂生态茶叶有

限公司、上饶金嘉隆茶业有限公司等出口非

洲等地；探索“飞地”合作模式，在铅山设立

生产基地，在乌鲁木齐设立精加工包装厂

房，尝试开拓“万里茶道”新路径。积极推进

河红茶旗舰店建设，对计划在省内外新建旗

舰店的茶企进行奖补。

向“新”发力
让“一片叶”更有“科技芯”

8 月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茶所）、中国茶叶学会、福建武夷学

院、江西省农技推广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在铅山举办了茶叶品质评价及分析交流

会，为河红茶如何进一步走好产业升级路

“把脉问诊”。

产业链条短、经济效益低是铅山茶产业

发展面临的困局：县内茶园以高山野茶为

主，产量较低、管理成本较高；销售渠道相对

单一、拓展渠道受限等。

如何破题？

借“智”谋事、向“新”发力，以科技赋能

产业升级。铅山与中茶所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编制《铅山茶产业发展五年规划》、制

定《铅山茶产品标准》，成立省内首个茶叶

博士专家工作站等；中国茶叶学会在铅山

专门建立服务站，双方在产品标准研制、人

才 培 养 和 品 牌 推 广 等 方 面 开 展 深 度 合 作

……铅山县河红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罗建

军介绍，该县创新合作机制，主动对接科研

院所和高校，围绕茶种质研究、茶叶质量安

全和加工技术创新等领域加强科研合作，

并设立茶树育种专家工作站，让“一片叶”

更有“科技芯”。

“目前已挂牌古茶树 189 株，其中 80%已

建档。一山、一树、一味，这些古茶树可都是

宝贝啊！”铅山县河红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林淑红翻开一本厚厚的资料汇编向记者

介绍，档案里，古茶树的图片、具体分布区

域、种类、尺寸和生长情况等信息一应俱全，

为 茶 树 新 品 种 的 选 育 工 作 提 供 了“ 数 据

库”。当前，茶树育种专家工作站科研人员

正全力以赴，从海量的茶树资源中，深入探

索并精心选育“河红 1 号”“河红 2 号”等一系

列专为铅山生态环境量身打造的优质、高

产、多抗且广适的自有新品种，保障茶产业

的长期稳定发展。

以数智技术助推企业提质增效。铅山

一方面积极促进茶企与顺丰速运等快递行

业头部企业合作，引入无人机运输技术，在

提高工作效率和茶青品质的同时，为企业降

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培训和引

导教育，提高茶农的科技素质和操作能力，

培养新型职业茶农。

文化赋能
让老品牌焕发新活力

去年 11 月，以“茶旅融合 香飘万里”为

主题的 2023 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

铅山茶文旅推介会在浙江杭州举办，业内权

威专家在会上对铅山为“世界红茶发源地之

一”、河口镇是“万里茶道第一镇”进行了专

业认证。

立足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唱响品牌、让

河红长红，是当地政府和茶企茶农共同思考

的命题。

在江西武夷山茗仕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詹朝华这个“老茶人”看来，文化赋

能、多方同步发力是一个重要路径。

“我们系统梳理茶文化历史，目前已收

集河红茶文化资料 212 篇，为编撰茶文化系

列丛书打好基础。”罗建军表示，围绕痛点难

点堵点，铅山县河红茶产业发展中心自去年

5月成立以来，展开了一系列动作。

组织茶企积极“走出去”参评参赛。铅

山茶企先后参加了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中国景德镇国际茶博会等国内外展览展

会，并在一些职业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

围绕茶产业策划各类主题活动。举办

“最美茶园”评选活动，动态展示各大茶园的

自然风光、生态环境和茶文化魅力，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举办首届喊山开茶

节，开展以“茶知识讲堂”为主题的“非遗六

进”活动，让河红茶更加深入人心。

加快推进茶文旅融合发展。积极把茶

文化深度融入吃住行购娱等旅游全过程，开

发住茶宿、泡茶汤、购茶礼等主题旅游产品，

打造的“生态茶乡·环武夷山国家公园茶研

学之旅”被列入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以茶文化赋魂、茶产业赋能、茶科技赋

力，着力培育研发、种植、加工、销售、衍生品

开发和茶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铅山县委副书记俞益斌表示，该县将用好武

夷山国家公园的这块金字招牌，重点打造

“铅山武夷河红”品牌，充分挖掘河红茶产业

和生态资源潜力，让河红茶产业成为“两山

转化”、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

河红，何以长红？
——看铅山县统筹做好“三茶”文章走好产业升级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

采茶女正在茶园采摘茶叶（资料图）。 通讯员 丁铭华摄

“他乡有明月，千里照相思”“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数千年的历史沉

淀使得中秋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婺源美丽乡村里，人们摆起了龙

灯，龙灯越长代表日子越兴旺；九江湖

口，一家人围在一起做糍粑，一起做粑

也意味着团圆；吉安很多村子里，村民

们聚集在空地上，烧起一座座红红火

火的宝塔，火越旺，象征着日子越来越

红火……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赣鄱

大地上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度传

统佳节，感受千年风俗。

循着历史的脉络而来，在时间的冲

刷中沉淀下来的民俗文化，包含极其丰

富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它是一种重

要的文化形式和载体，赋予了传统节日

独特的魅力和浓厚的味道。

在江西，缘于地域文化传统多姿多

彩，形成了各地不同的习俗，使中秋节

呈现出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的节日文化

景观。令人欣喜的是，很多中秋民俗活

动都已经成了当地的非遗项目，得到了

更好保护留存、接续传承。

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元素之一。传统节日赋予文旅融

合发展以深厚底蕴。近年来的种种数

据和迹象显示，中秋、国庆、元旦、春节

等重大节日的经济表现，已成为观察

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传统节日

的风俗已成为网友最青睐的打卡项

目，类似“中秋烧塔”风俗，早已通过短

视频传播，让传统节日文化变成看得

见、摸得着、可体验的融媒产品，彰显

传统节日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

力，让人们深刻感知传统节日文化不

仅有厚重感、人情味、烟火气，还有与

时俱进的新风尚和新人气。随着新媒

介的普及和旅游直播的兴起，各种传

统节日正在借力文旅融合“出圈”，既

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传统

节日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得以传承和创

新的新动向。

当然，传统节日之所以能在今天火起来，除了新

媒体的助推，也是因为其文化底蕴。江西就有不少赏

月的胜地，如庐山的“月照松林”、南昌的“东湖夜月”

等，宜春的中秋拜月仪式更是在 2013 年就被列入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赣鄱文化源远流长，有博大精深的

文化脉络与文明底蕴，赣鄱大地的各种中秋风俗，就

是赣鄱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这些带着传统

文化深刻烙印的节日风俗历经千百年没有褪色，反而

焕发出新的光芒。

如何在文旅融合中把民俗文化的招牌擦得更亮、

讲好民俗文化的故事，则需要充分挖掘当地历史文化

内涵，找到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契

合点，增强当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并放大其价值，将

文化资源转换成特色资源，做好提炼和包装，以更多

元的方式对文化内容进行呈现，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故事。

赣鄱大地风景独好，又有着各种特色地域文化。

发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通过各种精彩纷呈、体验

感十足的中秋风俗加持及各地政府部门努力，把文旅

融合文章做得更好，应该不只是一个期望，更应成为

一种共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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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景德镇市昌江区南部山区的荷塘

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革命

根据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荷塘人民发扬

南泥湾精神，把荷塘垦殖场建设成为全国农

垦系统的红旗单位。近年来，昌江区充分发

掘 利 用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让 荷 塘 这 个 面 积

63.03 平方公里、总人口 5500 人的红色小乡

镇，不断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荷塘乡距离景德镇城区 10余公里，乡域

面积不大，人口数量、工业企业相对偏少，富

民兴乡之路究竟该怎么走？几经酝酿，当地

达成共识：走“红绿融合”发展之路。

时下正值莲子收获的季节，荷塘乡百荷

园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200多亩荷塘喜迎

丰收，村民们忙着采莲蓬、剥莲子，“接天莲

叶无穷碧”的美景田变成了增收田。

“我在基地负责田间管理、莲子采摘、打包

发货等工作，每个月有6000多元的收入。通过

合作社项目，家里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房子

从土房变成了楼房，一家人都很幸福满足。”村

民徐承元表示，如今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荷塘乡百荷园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按

照“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规

模化发展荷花种植产业，每到荷花盛开期都

会 吸 引 大 量 游 客 前 来 观 光 并 购 买 新 鲜 莲

子。今年，该合作社种植荷花 200多亩，产新

鲜莲蓬 1万多斤、干莲子 200 多斤，收益 20余

万元，带动附近村民 20余人就业。

去荷塘，打卡红色旅游胜地，重温峥嵘

岁月；漫步荷花园，赏荷花盛放，摘新鲜莲

蓬；寻一处村廓农家，听蝉鸣阵阵，品乡间美

食……这样的乡村旅游体验令游客叫好。

近年来，昌江区深度发掘荷塘乡的红色

资源，重点打造集红色教育、党性锻炼、爱国

主义教育、文化交流、实践培训于一体的综

合性教育基地。2021 年，该基地获评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气持续提升，荷塘乡顺势而为，引导

村民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精品民

宿等特色产业，着力构建“红色文旅+绿色产

业”发展新格局，全力走好“红绿融合”乡村

振兴路。

荷塘乡党委书记李游介绍，为充分保护

和有效利用红色资源，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渠

道，该乡重点在教育基地附近发展旅游民

宿，目前已培育了近 10家乡村旅游民宿。今

年新签约的荷塘乡杨湾牧心谷生态养生度

假区，涵盖了民宿、生态养生、户外运动拓

展、文化体验等多种形态，为游客打造出不

同形式的“诗和远方”。

搭乘“红绿融合”快车，荷塘乡还聚焦

农业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公司+村集体+
农户”模式开展辣椒等农产品规模化种植，

制作辣椒酱等农副产品，让更多村民参与

产业发展，分享增值收益，实现持续稳定增

收。同时，该乡充分利用区域品牌影响力，

开展粉皮加工、大米种植、生态养殖，大力

发展荷塘米、荷塘酱等产品，着力推出若干

个具有荷塘地域特色的产业品牌，带领村

民共同致富。

红色文化和绿色资源在与旅游深度融

合中得到活化利用，辐射带动乡村振兴，为

荷塘乡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2021 年至

今，荷塘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近 3000 万元，

带动当地及周边 500 余人就业，促进当地农

民人均增收 3000余元。

荷 塘 新 貌
徐鑫鑫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高安推进智慧政务建设
本报高安讯 （通讯员罗斌）近日，前往高安市民

中心办理企业登记注册的胡先生，在导办人员的指引

下，刚从取号机上取好办件号，广播中马上播放“请胡

先生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办件”的提示语音。“从取

号到办件，不用排队，不用等待，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太方便了。”胡先生说。

胡先生的高效办事体验，得益于高安市民中心推

出的智慧预约系统。为进一步减少群众办事时间，高

安市大力推进智慧政务建设，在办事流程、办理方式、

办理环节等方面持续发力，借助“高安市民中心”微信

公众号平台，打通省统一预约系统与排队取号系统的

接口，开发出预约服务功能模块，做到分部门、分事

项、分时段预约，实现市民中心 34 个部门 526 个办理

业务预约服务全覆盖。这项服务推出后，共有 706 人

预约办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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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12万亩中稻陆续收割
本报德安讯 （全媒体记者周亚婧 通讯员查光

艳）近期，在德安县磨溪乡南田村，700 余亩中稻陆续

成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驾驶农机收割，确保

秋粮颗粒归仓。由于今年中稻生长期间经历了持续

的多雨高温天气，当地派出 15 支党员农技服务队，指

导农户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同

时，抢抓有利天气，提前收割，确保产量达标。

在距离新田村不远的九江讯丰农业有限公司的

烘干车间，刚刚收割的稻谷从进料口进入烘干机内，

数个小时就能完成稻谷烘干，解决了过去晒粮靠天、

稻谷易发生霉变的难题。该公司负责人李飞告诉记

者，相较于人工晾晒，现在可以 24小时不间断烘干，每

日可烘干稻谷 300吨。

近年来，德安县不断加大农业技术服务保障投

入，从育秧、施肥、田间管理到收割、烘干等环节，实行

全程机械化无缝衔接，技术后勤保障不间断，农户种

粮信心高涨。今年，该县中稻种植面积 12 万亩，预计

9月中旬基本收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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