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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茶乡看中国，中国藤茶看来凤。位于北纬30°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有一种神奇的植物——藤茶，被土家人奉

为“神仙草、长寿茶”。

藤茶，学名显齿蛇葡萄，俗称莓茶，主要生长在武陵山腹地，是一种古老的中草药资源、类茶植物资源和药食两用植物资源。当

地人采摘藤茶幼茎、藤须、叶片，加工制成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独特饮品。多年来，在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来凤藤茶形

成产业飞出大山，逐渐向全国乃至海外拓展。

近年来，该县立足特色资源，认真贯彻落实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以“强链、补链、延链”为路径，全力做好藤茶

一二三产业融合文章，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藤茶产业集群。

来凤藤茶 香飘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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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制作藤茶。（杨顺丕 摄）

金祈藤茶基地。（张彬 摄）

一根野藤长成10万亩茶园

藤茶有着十分悠久的饮用史，《诗经》称其
为古茶钩藤，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其归为藤
茶，后沿用至今。

过去，野生藤茶生长于山崖岩坡之处，只
有当地人世代饮用，很少走出武陵山区。来凤
县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展了资源调查，测
定野生藤茶生长面积约2万亩。

1996年，来凤县大河镇乡村医生向班贵
发现了野生藤茶的潜在商业价值，与农业专家
一道开始进行“野转家”驯化试验。2003年，
向班贵和专家团队开展的“藤茶仿野生栽培与
加工技术研究”通过成果鉴定，选育新品种“凤
鸣藤茶”通过审定，自此，来凤县开始大面积人
工种植藤茶。2008年，来凤藤茶“扦插”技术
出现，使原来移栽育苗3年生产周期缩短为当
年即种即收，生产成本降低80%。此外，他们
还对藤茶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使茶饮口感更
符合大众喜好。

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培育周期缩短，来
凤藤茶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逐渐在“茶江湖”
站稳了脚跟。

2013年开始，来凤县政府加大了对特色
产业的开发支持力度。《来凤县2017年秋冬季
农业综合开发实施方案》明确，对藤茶集中连
片发展进行奖补，每亩补贴600至1000元不
等。在政策的强力加持下，来凤县藤茶生产面
积一度接近10万亩。

然而受茶叶市场不景气影响，藤茶产业发
展遭遇困境，加工企业产品销售不畅，有的乡镇
藤茶基地出现弃采、毁园等情况。为了帮助茶
农提升抗风险能力，2019年7月，来凤县出台
《关于促进藤茶市场营销奖励政策的十条意见
（试行）》，对来凤县开展技改、产销对接的市场
主体给予资金支持。在农业农村部定点帮扶、
东西部协作以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2020
年，藤茶产业开始恢复元气，逐步走出困境。

近年来，来凤县积极构建藤茶“原种、原
地、原味”保护体系，成立藤茶发展研究中心、
来凤藤茶产业研究院，发布《藤茶生产技术规
程》，推动藤茶标准化加工生产。将企业、基
地、农户纳入监管体系，建立了全过程质量管
理平台，有效保障来凤藤茶的品质和安全。

目前，来凤县藤茶种植面积近10万亩，共
开发七大系列238个产品，年产值近20亿元，
带动2万余农户增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藤茶
产业集群。

跨出山门走向国际市场

“大家好，我是来凤‘藤茶姐姐’，我给大家
推荐一款土家神茶——来凤藤茶……”9月19
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2024澳中博览
会展销活动中，59岁的杨艺琼身穿民族服饰，

端起一杯藤茶，请在场的华侨华人品尝。
杨艺琼是来凤县翔凤镇黄茅坪村人。

2018年，来凤县大力发展藤茶产业，在外经商
的她回到家乡，在百福司、革勒车等乡镇承包
了约1000亩的茶园并成立了合作社，建起藤
茶加工厂，将在沿海地区做国际贸易的儿子向
少华也劝回来，一家人在家门口再次创业。

当年，第一批新鲜藤茶就生产了出来，但
由于当时藤茶的知名度不高，销路成了一大难
题。为了打开销路，一年时间里，杨艺琼几乎
跑遍了全国各个城市。

靠着一双“铁脚板”，杨艺琼终于打开了销
路。2019年底，她的藤茶销售收入超过500
万元。

来凤县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也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目光。同年，北
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与来凤县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推广来凤藤茶。杨艺琼顺势搭建
电商直播间，组建专业团队，尝试线上销售藤茶。

为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来凤县收入600万
元资金在杨艺琼发展的桑树坪村藤茶基地建
起休闲康养基地。观景台、帐篷、小木屋民宿
点缀山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避暑、观景。今
年1至9月，桑树坪休闲康养基地吸引2万多
名游客前来旅游、研学。桑树坪村藤茶基地也
成为全县茶旅融合的典范。

为让藤茶走出大山，拓宽销售渠道，叫响
藤茶品牌，来凤县委、县政府出台了藤茶销售
奖励“十条”，不间断组织县内藤茶企业参加中
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
中国国际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等展会，还将来
凤藤茶专场推介会开到了北京、长沙、上海等
城市。2023年、2024年，来凤县连续举办两届
国际藤茶大会，邀请外国友人现场感受藤茶的
魅力。如今，来凤藤茶不仅销往全国各地，也
远销德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搭建供应链平台 打造中国藤谷

走进来凤金祈藤茶生物有限责任公司黄
酮提取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

该公司总经理王方介绍，公司以藤茶普叶
为原料，开发出饼干、牙膏、含片等藤茶新产
品。

金祈藤茶公司很早就开发出了牙膏、含片
等藤茶产品，但一直委托外地企业加工。2020
年，在来凤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公司投资5000
多万元，新建消毒液、牙膏、黄酮提取等生产线，
形成年产150吨黄酮、2000万支牙膏、300万
瓶消毒液、6000万袋袋泡茶以及高端固体饮料
等生产能力。2022年，来凤县投入1100万元，
公司自筹400万元，对原有藤茶黄酮提取车间
实施技改，黄酮提取率可提高至80%。

来凤县全力推进藤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坚持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积极与中国科
学院、中国药科大学等院校联合研发，与中国

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合作成立藤茶产业研究院，
改进藤茶加工工艺，率先在全国制定藤茶生产
标准和质量标准。研发的富硒藤茶系列产品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获得保健品

“蓝帽子”、GMP生产规范、地理标志、绿色食
品等七大认证。

当前，来凤现有的近10万亩藤茶基地中，
获得有机藤茶基地认证2829亩，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5.2万亩。65家企业、
82个藤茶专业合作社、39家藤茶初级加工厂
从事藤茶生产经营，开发有保健品、原茶、食品
和日化产品七大系列238个产品，注册藤茶商
标86个，其中获得有机食品认证4个、绿色食
品认证产品41个。

依托县属国企组建藤茶集团，搭建来凤藤
茶供应链平台，链接全县藤茶加工企业65家，
建成来凤藤茶交易市场、藤茶博物馆，已形成
了集种植、加工、流通、销售、茶旅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条。今年1至8月，来凤藤茶规上企业
销售额同比增长78.2%。

展望未来，来凤县将持续锚定建设“全国
藤茶产业核心区”目标，用好改革关键一招，重
点在藤茶生产种植、品牌宣传、市场销售、科研
创新、三产融合等领域持续发力，以供应链思
维进一步整合资源、集聚要素、搭建平台，全力
构建以藤茶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
大做强“搬不走、稳得住”的根植性产业，打造
中国藤谷。

撰文：向相辉 向金

桑树坪村藤茶基地桑树坪村藤茶基地。。（（唐俊唐俊 摄摄））

来凤县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藤茶姐姐杨艺
琼回家创业，开启直播卖茶。 （杨顺丕 摄）

如今，跨山出海的藤茶产业已成
为来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金钥
匙”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
擎，“中国藤茶之乡”的金字招牌正持
续擦亮。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藤茶产
业链条，持续提升藤茶产业核心竞争
力，加快形成具有来凤特色的藤茶产
业集群。

加强基地建设。加强藤茶标准化
基地建设，按照《藤茶生产技术规程》，
以现有基地为基础，实施“新建、培管、
改造”三大举措，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
技术、绿色防控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和防草布技术。加强藤茶种质资源
圃建设，采集武陵山区优质品种资源，
建设藤茶良种繁育基地200亩，为藤茶
种植提供优质仿野生藤茶苗圃。加强
藤茶品种对比园建设，藤茶局、藤茶协
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建立研
发基地和藤茶品种对比园，采集不同
密度种植的藤茶产量、营养成分数据，
为科学种植藤茶提供科技支撑。加强
藤茶观光采摘园建设。加强茶园基础
设施及景观服务接待设施建设，培育
精品休闲观光茶园，开发茶文旅休闲
项目。支持最美茶旅线路培育打造和
宣传推荐。

加快产品研发。建设藤茶实验中心，加快对藤
茶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展示，对藤茶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检验，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教授聚焦研究
藤茶核心功效。加快产品扩项与申报，争取国家、
省、州相关部门支持，解决藤茶新食品原料只能饮用
的状况，扩大藤茶药用价值申报立项，将藤茶可用范
围、方法扩大，对藤茶深加工研究开发合法化。加强
藤茶普叶开发与利用，依托科研院所、高校、医院，加
大对藤茶提取物（二氢杨梅素）应用的研发和实验，
推出市场前景广、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产品，并
推广在生物医药、生物饲料等方面推广应用，提高藤
茶产品附加值。

扶持企业做大做强。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从政策上优先扶持，在项目申报、技术改造、贷款贴
息、融资担保、税收奖补等政策上首先对规模以上企
业进行扶持；引进国有企业联合现有企业、市场主
体、村集体经济种植、研发和销售藤茶；鼓励现有藤
茶企业通过重组、租赁和并购等方式，走联合发展之
路，抱团取暖；加大对规模以上企业的服务力度，为
企业发展提供最优化的营商环境。加强全产业链建
设，重点面对国内茶叶、生物医药大型龙头企业进行
招商，吸引外地客商来投资兴茶，壮大来凤藤茶全产
业链发展。

加强品牌管理。加强来凤藤茶公共品牌培育，
打造来凤藤茶区域公共品牌的知名度，按照“市场主
导、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协会运作”模式，集中资源，
集中力量，加快来凤藤茶公用品牌建设和培育。加
强来凤藤茶公共品牌管理，规范产销行为，维护市场
信誉，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
凤藤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必须实行各市场主体自
愿申报、授权许可、动态管理制度，制定《“来凤藤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县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严
禁未经授权使用来凤藤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严禁
生产地域范围外种植生产的使用来凤藤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严禁“来凤藤茶”非会员单位使用来凤藤
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加强品牌营销宣传，不断扩
大来凤藤茶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