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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巴东是神农氏发现茶的地方，陆羽所著《茶经》以巴东开篇。

从保持传统工艺到传承创新，近年来，巴东立足县情，大力发展茶产业，茶园种植面积20.6万亩（其中野茶2.6万亩，100年以上的古

野茶树12000多株），可采面积12万亩，总产值突破5.2亿元，成为巴东县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印证！

八百里巴东，八百里茶韵。这片芳菲数千年的绿叶，正慢慢飞出大山，香飘四海……

巴东红：峡江之畔，登“堂”出山

巴东县位于北纬 30 度黄金产茶
区，是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也是中
国最早利用茶叶的地方，目前有全国保
存完整的古茶树2.6万余亩。中国第一
部茶书《茶经》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
也……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其“巴
山峡川”就是现在的巴东。近年来，巴
东坚持“把自己的好做得更好”“用自己
的好吸引别人的好”，实施根植性主导
产业培育行动，大力推动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高标准打造茶叶基地20余万亩，
培育茶企100余家，连续五年荣膺“中国
茶业百强县”。下一步，巴东将统筹做
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
章，推动古茶树焕发新活力，小茶叶蝶
变大产业。

聚焦品质，强化科技赋能。一是培
育好茶。充分利用独特的气候环境和
土壤条件，持续加强巴东小神农架野茶
资源和古茶树保护利用，不断完善巴东
茶生产技术标准，建强巴东红骏眉茶产
业研究院，进一步提升巴东茶叶品质、
优化茶类结构。二是管好茶园。精心
做好茶山茶园管护工作，推广使用高
效、智能机械实施茶叶统防统治，积极运用有机肥替
代化肥、茶叶绿色防控等技术，持续深化绿色生态有
机茶园建设。三是做优茶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着力推进茶叶加工精细化，加大智能化、数字化、模
块化茶叶加工设备的引进与推广力度，开展茶叶精
深加工与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推广，发挥巴东富锶含
硒矿泉水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新式茶饮、茶食品、茶
提取物等精深加工产品，满足大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聚焦品牌，提升产业质效。一是壮大产业市场
主体。加大茶业企业培育帮扶力度，支持正山堂茶
业、金果茶业、高行茶业等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培育
一批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科技型茶产业领军
企业，打造资源集中、生产集群、营销集约的茶产业
新格局。二是打响产业特色品牌。积极融入“楚天
好茶”省域公用品牌和“恩施硒茶”“恩施玉露”等州
域公共品牌，提高“正山堂·巴东红”“正山堂·小神农
架野茶”“神农单丛”等产品知名度，积极打通海外供
应链，推动巴东茶出山出海。三是强化产业要素支
撑。出台茶产业发展相关扶持政策，在企业融资、良
种繁育、基地建设、产品研发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
与高校机构、科研院所交流对接，开展实践基地和技
术服务合作，同时培养一批茶叶种植、加工、销售等
环节实用型本地人才。

聚焦品位，丰富文化内涵。一是推动文化载体
多样化。擦亮“神农寻茶地”“茶祖神农故里”等文化
名片，进一步挖掘巴东茶史、茶俗、茶艺、茶事等文化
精髓，推出更多本地茶文化专著，推动茶文化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物遗迹等深度融合。二是推动文化
宣传多元化。做好巴东古法制茶工艺传承，常态化
组织职业技能培训、茶艺竞赛等活动，推进巴东茶文
化进机关、企业、校园、景区、社区，将茶文化纳入全
县中小学实践教学内容，发动全县文艺爱好者创作
茶诗茶词茶歌舞，推动茶文化走入千家万户。三是
推动文旅融合多维化。围绕“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
园、茶山变金山”目标，持续办好茶文化旅游节等活
动，完善茶山茶园配套设施，建设一批以茶为核心的
休闲农业景区、旅游示范点和茶旅融合精品线路，加
快发展茶乡旅游、茶文化体验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全
面提升茶产业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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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村生态茶园中村村生态茶园。。

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春茶制作忙。

巴东红横空出世
巴东，神农氏发现茶的地方；正山堂，金骏

眉红茶创始企业。两者相隔千里，因何在一起？
“因为一片神奇的叶子——茶。”福建正山

堂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张赛林表示，从
2010年开始，正山堂就尝试走出福建武夷山，
把金骏眉工艺与其他省份的知名茶资源相结
合，制作既具有清香甘甜特点又具有地方风味
的骏眉红茶。

基于巴东茶产业基础和茶文化底蕴，
2017年9月，正山堂派考察团前往巴东采样试
制红茶。样茶色香味俱佳，品质好，为双方合
作打下了基础。次年1月，巴东县人民政府与
正山堂茶业签订了《合作开发巴东红加工协
议》。2019年3月，正山堂与巴东县城投公司
正式签约，成立湖北正山堂巴东红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正山堂巴东红公司），开展地企
合作，共同开发巴东红茶区域公用品牌。这标
志着巴东茶产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开启
了由“绿”变“红”的新征程。

张赛林表示，作为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
方，巴东茶文化底蕴深厚，茶资源富集。尤其
是富含硒元素的古茶树群落，其品质更是赢得
茶界广泛赞誉。

5年时间，正山堂巴东红公司在巴东县建
成特色原料基地3500亩，培植正山优选系列
等特色品种680亩，保护开发小神农架野茶
1200亩。通过正山堂金骏眉工艺研制的系列
茶产品，一经上市便火爆出圈。其中，小神农
架野茶、巴东红分别获得世界红茶产品质量金
奖和银奖，巴东红、巫峡小叶茶、小神农架野
茶、武陵之春4个产品，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品牌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巴东县委、县
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巴东红成为全县茶产业公
共品牌。巴东红品牌也通过冠名动车、登陆央
视，参加各类茶博会，全方位、立体化推介，实
现了质的飞跃和传播。目前，巴东已成为正山
堂在全国13大核心产区之一，北京、天津、陕
西等大中城市经销商（代理商）及门店达150
多家，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大关。

铺就乡村振兴路
金秋十月，走进绿葱坡镇中村村，50多岁

的茶农赵金在茶园里逐行逐株锄草、垒行。今
年，赵金家的6亩茶园收入已超2万元。

中村村产茶区域海拔均在800米至1300
米，云雾缭绕，植被茂密，且多为砂质土壤，PH
值在4.5至5.5间，是生长优质茶的理想之所。

中村村种茶历史悠久，在宋代，当地茶曾
作为贡茶上供朝廷。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
中村村经历了5次茶产业发展，但都因缺乏市
场主体带动、茶园管理不善等原因，茶产业未
能为村民带来福音。

转机在2019年，正山堂巴东红公司通过
“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

在中村村建立巴东红原料基地，并与该村茶农
签订20年的鲜叶销售合同。

“计划通过3年时间，建成5000亩正山堂
巴东红标准化茶园。”湖北正山堂巴东红茶业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谭立才表示，一杯
好红茶，必有一个好品种，公司通过引进正山
优选1号、3号、中茗7号等优良茶树品种，新
建生态茶园680亩，改造管护老茶园2800多
亩，带领村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红茶特色原
料基地。

“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没有正山堂巴东红
公司的竭力扶持，中村村的茶产业也就不可能
有今天的发展势头。”中村村党支部书记李亚
洲表示，在正山堂巴东红公司的带动下，5年
间，全村茶产业年收入超900万元。这不仅让
村民看到种茶的希望，更为村民增收致富培育
了支柱产业。

受益的还有沿渡河镇小神农架村。2019
年3月，小神农架村原党支部书记王石先在微
信朋友圈发了一组生长在小神农架山林中的
野茶图片，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随后，正山堂巴东红公司组织专家前往小
神农架村实地考察，发现村里有千余亩野茶群
落，且全部生长在万亩丛林之间。在野茶群落
中，发现800年以上树龄的茶树18株，绝大多
数茶树的树龄都在100年以上，是不可多得的
茶叶宝藏。

经采样研制，专家认为小神农架区域的野
茶与草木共生，无人为干预，天然有机，加上生
长海拔高，早晚温差大，其内含营养物质丰富，
茶味清香浓郁、生津回甘、喉韵悠长。

正山堂巴东红公司随即将小神农架村分
布的1200亩野茶确立为鲜叶采购区。这几
年，每到4月下旬至5月，小神农架村每天都有
100多名村民进山采摘野茶。

“虽然采野茶很艰难，但每年采一季，一二
十天时间，就可以挣好几万元，辛苦也值得。”
小神农架村村民刘古菊说。

今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正山
堂骏眉中国和正山堂巴东红品牌推广代表，乘
船沿溪水而上，深入小神农架村，实地考察野
茶基地。

“这里的野茶资源确实好，我们在攀爬茶
山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茶农的辛苦。想来我
们每喝的一杯好茶都是来之不易的。”正山堂
巴东红品牌推广代表刘秀说。

2019年以来，该公司在小神农架村收购
野茶鲜叶28万多公斤，村民累计收入750万
元，受益农户达230多户。

科技赋能新活力
9 月 20 日，湖北省科技服务茶产业链

“515”行动暨茶树高效建园及加工提质集成技
术推广现场观摩活动在巴东举行。

作为茶产业链“515”行动示范应用主体，
在中村村生态茶园，项目专家团队围绕正山
堂巴东红公司茶产业链技术需求开展精准对

接，就茶树高效建园、茶叶加工提质等作技术
培训。

科技是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
山堂巴东红公司始终坚持文化传承、工艺创
新、科技赋能三轮驱动，推动“三茶统筹”，高效
发展。

2022年，巴东红骏眉茶产业发展研究院
成立，正山堂巴东红公司与恩施州农科院签订
《巴东红骏眉茶产业发展研究院战略合作协
议》；国家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亚军
被聘任为巴东县茶产业链建设专家顾问。

2023年，正山堂巴东红公司成功申报并
创办“恩施州巴东红茶企校联合创新中心”，
与恩施州农业科学院建立了院企合作关系，
共同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巴东小神农架野
生茶树资源调查与研究开发》获得省科技厅
批准。

一项项重要科技创新举措，为正山堂巴东
红公司创新发展集聚了专家人才，搭建了科研
平台，推动“正山堂·巴东红”标准体系和品牌
建设，形成硒产品、红茶产品、旅游产品、岩茶
产品等19个系列超50多款产品，提升了巴东
红产业带动力、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助
力巴东县获评“2023年度茶业投资价值新锐
县域”和“2023年度重点产茶县域”两项殊荣，
有效推动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整体
部署，围绕建设‘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区先行县
目标，做好‘三茶统筹’文章，建实基地、建优品
质、建强品牌，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
巴东红力量。”谭立才表示。

撰文：黄华 谭政

正山堂巴东红茶体验馆正山堂巴东红茶体验馆。。

2024年巴东红全国推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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