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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茶是保健食品中的
一类，它能调节人体的机能，
适于特定的人群使用，但不
是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保健
茶有苦丁茶、绞股蓝茶和富
硒茶，都有助于人体机能的
调节。而普通茶叶只是含有
丰富的营养，难以调节人体
的机能。

本报讯（记者 陈婧 通讯员 徐
为 易玲）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水秀
山青。走进位于通城县沙堆镇的湖
北福人九井峰茶业有限公司基地，
一垄垄茶树绽放出可人的新碧，玉
带似的妆点着群山。与别的茶园不
同，记者发现这里的道路修得特别
宽，每列茶树之间的间隔也较远
……

“这样做，便于各类大型机械
入园操作。”指着园中忙碌不停的施
肥机，九井峰茶业总经理李伟松笑
着说。

这几年，通过对老茶园进行全
面翻新改造和扩建，该公司陆续建
成自有茶叶基地5000余亩，茶园集
中连片、土壤肥沃、原地平整、绿化
良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周边环境零污染，农药化肥零使用，
是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高效优质
绿色茶园样板基地。近日该公司还
从浙江引进了大批红、绿茶加工设
备，建成标准化、清洁化、规模化生
产线，实现了茶叶生产从栽种、管
护、采制到深加工全程机械化，保证
了茶叶品质的优良稳定，产品更具
有市场竞争力。

“通城是茶叶大县，茶叶一直
是我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2015年，全县茶园面积5.53万亩，
其中已认证的无公害茶园1万亩、
有机茶园 2000 亩，建成‘白毫早
’、‘福鼎大白’等无性系良种茶园
6000 余亩，以隽水、沙堆、关刀、
马港4个乡镇为主的茶叶版块经
济带基本形成，面积占全县茶园
的70%。全县已形成了四大高效
茶园标准基地，面积均在1000亩
以上。”通城县特产局局长廖象文
说。

来到湖北双狮茶叶股份有限公
司，占地 88000 平方米的产业园
内，一栋栋标准化厂房有序排列。
走进无尘车间，轰隆隆的精制茶流
水线忙碌个不停。

“我公司建成于1985年，经过
三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集茶叶生
产、加工、销售、科研为一体的产业
集团，被授予湖北省农业产业化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荣誉称号。企业总
资产1.2亿元，目前已具备年生产
10000吨红、绿茶的生产能力，产品
出口德国、美国、非洲和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双狮茶业销售经理薛海宏

说。他向记者透露，今年公司将计
划在摩洛哥成立销售公司，直接对
接客户，减少中间环节和关税成本。

据悉，通城是全省唯一茶叶销
大于产的县，有一支1500余人的营
销队伍活跃在全国各地，在20多个
省市建立了茶叶销售网络，年销售
茶叶300万公斤以上，呈现出产销
两旺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双狮茶业
公司，自2005取得湖北省茶叶企业
出口权后，创汇已达50余万美元。

在通城县霞光茶业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习晓光告诉记者，他
做精制茶加工和销售已有三十余
年，原来一直是在单打独斗，做自
己的商标和质量。2013年开始，
他在相关茶叶主管部门的引导下，
开始与政府产业化项目对接，得到
了先进加工设备、免息贷款等各类
支持。

如今，习晓光成立了专业合作
社，指导茶农做绿色茶、有机茶。
去年年底，霞光茶业被授予“湖北
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湖
北省著名商标”、“全国绿色食品示
范企业”，获得了数万元的现金奖
励，公司在兰州、沈阳等地均设有
公司和营销团队，生产的茉莉花茶
进驻了沈阳多家超市。

廖象文说，为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提出的“百亿茶产业”目标，通
城县茶产业把粗放型、低效化的传
统种植方式，向规模化、品牌化发
展。并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引进
各类项目，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推
进茶叶品牌发展。目前，全县拥有
茶叶绿色食品认证6个，有机认证5
个，QS认证厂家4个；“九井峰”、

“锦峰”、“毫绿”等名茶多次荣获国
家农业部、省农业厅“优质产品奖”，
市场品牌正在形成。

赵李桥茶厂携手长江同济堂

开发保健茶

本报讯（记者陈婧 通讯员蔡
庸原）近日，湖北省赵李桥茶厂
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长江同济
堂健康传媒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

据悉，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川”牌青砖
袋泡茶已经获得了保健食品证
书。此次合作双方将以弘扬青
砖茶文化，传播健康养生理念为
宗旨。双方将紧密合作，打造双
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开发“赵李桥川字保
健茶”系列产品。

湖北同济堂药房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忠强表示，保健茶市场是
朝阳产业、希望产业，具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与市场前景。合作双方
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让养生茶
造福广大消费者。

赵李桥茶厂总经理王东阳
说，公司一定会在生产设备和无
菌生产车间上做足工夫，确保保
健茶尽快投放市场。

咸宁陆羽

探寻万里茶道源头

本报讯（记者陈婧）3月 20
日，咸宁市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组
织10余名茶文化爱好者来到赤
壁市赵李桥镇，看茶园、品青砖，
走进羊楼洞明清古街，探寻当地
茶文化历史。

研究会会长黎园园表示，羊楼
洞种茶历史悠久。从唐代太和年
间皇诏定为重点茶区始，宋元时期
就已形成以芙蓉山为中心的茶叶
种植带，被朝廷定为最早的茶叶专
卖制度实施地区，明代开始生产的

“帽盒茶”，其实就是最早的砖茶。
清光绪年间，羊楼洞有茶庄200多
家，从事茶叶生产贸易的人口达4
万余人，青砖茶远销蒙古、俄罗斯
等地。她说，带领大家寻访历史，
能够加深众人对家乡的认识，有利
于茶文化的弘扬。

距三国古战场赤壁景区东南二
十余公里处，有个千年古镇，名叫羊
楼洞。古镇背靠一座大山名叫松峰
山，山上有三条清澈的天然泉水，名
曰观音泉。这里出产一种“青砖
茶”，其形棱角分明，其色黢黑光
亮，其性坚硬如砖。因此地三水合
一，成就了青砖茶的“川”字品牌，在
清朝就已经是上等的贡品。

走进羊楼洞，一抬眼，便看见松
峰山在群山中翘首。有了群山的环
绕和呵护，得了汩汩清泉的浸淫，环

山而长的棵棵茶树，也生出不一样
的风骨。

我去时正是金秋，当地人在忙
着收割茶树老叶。穿蓝底白花小布
衫的采茶姑娘，背上背着小竹篓，低
了头在茶园里忙碌个不停。这时的
茶叶墨绿、肥厚、光亮，是制作茶砖
上好的原料。姑娘们白天采的茶
叶，被汉子们用独轮车运送到开阔
场地，进行晾晒杀青。

顺着山间小路，我走进一家制
茶合作社，制茶师傅师傅正忙着炒

茶，偌大的屋里，满是茶叶特有的
清香。主人用沸水为我沏了一杯
青砖茶，水入杯不久，那茶便像有
着某种感应似的，轻歌曼舞起来，
似把一个“茶”字聚合又拆解，爽爽
的一股茶香扑面而来，还未入口、
人已微醺。

一阵细品慢润，茶杯满了又空，
我依依不舍地向主人告辞。沿着观
音泉畔弯弯曲曲的小路，踏入林荫
小径，那股茶香，似乎还在嘴边，且
越发浓烈起来。

松峰山上砖茶香
■特约记者 黄铁成

通城茶叶迈入“品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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