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气候温润、小山群绕、红
壤遍布，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为茶叶的飘香提供了沃土。小到一
片茶叶、大到一片茶园，一芽一叶都
记录着咸宁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咸宁的茶从”
产”到”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

和特色。
2017 年，咸宁地区茶园总面积

451815 亩，采摘面积 278850 亩，省
内排名第五。茶叶产量 50474 吨，
省内排名第三，约占全省茶叶总产
量的16%。去年，赤壁市产茶39813
吨，茶叶产量位居全省产茶县市之

首。
但供给侧、需求侧不匹配，产销

失衡隐忧凸显；劳动力短缺、生产成
本持续攀升；茶叶质量安全隐患大；
品牌多乱杂；茶产业创新动能不足，
为我市茶产业的正向推进提出新的
课题，茶产业亟待优化升级。

赤壁市

打击违法销售烟花爆竹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王玉成报道：近日，赤壁市

禁鞭办在巡察中发现，金鸡山路与赤壁大道交汇处，有
一家从事经营殡葬用品的店铺非法销售和储存烟花爆
竹。市禁鞭办当即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展开行动，现
场查获非法储存的鞭炮2件，烟花3件，并对店铺经营者
进行调查处理。

经公安部门问询调查，当事人对违法储存和销售烟
花爆竹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
拘留五天的处罚。

为维护来之不易的禁鞭成果，赤壁市将持续打击非
法储存、销售和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维护全市良好经
营和生态生活环境。同时希望广大市民对禁鞭工作给予
理解、支持，发现类似违法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
20 日，市人民广场上，鸟儿们正悠然觅食、嬉戏。据

了解，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崛起，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先后在城区建成
公园、小游园、街头绿地 20 余个，不断刷新城市生态颜
值。

作为其中代表的人民广场一直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吸引着市民，更让多种鸟儿在此安
家。漫步其中，倾听着鸟儿们清脆的叫声，嗅着花儿淡淡的
清香，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人民广场 鸟儿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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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奉一杯氤氲清香的好茶
——我市茶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探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见习记者 丁婉莹

市园林局

开展苗木花卉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 记者马丽、通讯员宋志强、陈谊芳报道：3

月24日上午，咸安区永安街道办事处三元社区书记刘
莉，将米兰、牡丹、山茶花等300余盆盆栽花卉，送给社区
居民，同时给他们赠送了《家庭养花手册》宣传资料。

“这些花都是市园林局免费赠送给社区，再由社区送
给爱花养花的‘花迷们’。”刘莉介绍。

领到花的居民手捧花盆，脸上笑得如花一样灿烂。
当日，全市共有10个社区免费获赠共4000棵盆栽花卉。

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4日至25日，市园林局
在市人民广场开展“苗木进社区、花卉进家园”活动。活
动主题是“春满香城 花漾生活”。活动旨在树立咸宁生
态园林社区标杆，引导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建设的发展方
向，营造生态园林城市和社会建设的氛围，让更多的人保
护好、维护好城市空间和生态环境。

活动现场，湖北碧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宣读了“全民
参与植绿护绿，共建绿色美丽家园”倡议书。现场还展示
了各类盆景、插花艺术作品、多肉植物组合展览、以“花”
为主题的诗词书法展览，以及《咸宁市赏花规划》《咸宁市

“五彩咸宁”规划》展览等。

3月17日，全省茶产业转型升级研讨会在咸宁举行。
湖北省茶叶学会的茶叶专家宗庆波、龚自明及咸宁市茶叶专家，就咸宁茶产业如何转型升

级进行探讨，为奉上一杯氤氲清香的“咸宁好茶”提供了新思路。

咸安区马桥镇

为“第三届油菜花节”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许洁报道：为确保咸安区马桥镇

“第三届油菜花节”活动期间食品安全，近日，马桥食药
监所对油菜花海农庄及周边餐饮单位、副食店、地摊售
卖进行了监督检查。

马桥镇重点检查从业人员个人卫生、健康证、食品
及原料的进货渠道、购进物品的验收及储藏等情况，对
发现的问题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8份，同时加大

“毒蘑菇”宣传，张贴画报23份；严格排查副食店、地摊是
否售卖不合格食品和过期食品，防止劣质过期食品、不
合格食品非法上市集中倾销。

活动当天，马桥食药监所派出执法人员在活动现场
密集巡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一旦发现任何问题，将及
时处理，确保游客饮食安全。

通山大路乡

掀起绿色经济发展热潮
本报讯 通讯员焦阳、徐世聪报道：22日，笔者在通

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果匠小镇草莓基地看到，数十个草
莓大棚鳞次栉比，沿水渠两侧而立，大波游客在草莓园内
摘草莓，院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据基地负责人陈辉介绍，公司草莓基地开园两年多
来，非常红火，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到1200人，一季草
莓可营收百万余元，带动贫困户就业10余人。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该乡依托本地山水优势资
源，规划引领培植依山傍水的绿色产业，大力发展山水绿
色经济，全面推进产业扶贫。

该乡实施“政策融入、龙头带动、挂靠经营、旅游扶
贫、寄养托管、四方联动”等产业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参
与产业经营，真正让贫困户实打实搞产业脱贫，形成了政
策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
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新格局，确保“山上生金、水里
流金、屋顶披金”。

目前，该乡共辅导建立经济合作主体160个，其中具
有扶贫带动能力的合作社、家庭农场有54个，注册资金
约1.7亿元，形成了油茶、香菇、小龙虾、苗圃、孔雀等特色
产业分布带，已带动贫困户739户2153人。

嘉鱼新街镇

投资31万元绿化村庄
本报讯 通讯员马映报道：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3月以来，嘉鱼县新街镇王家月
村积极谋划，狠抓林业生态建设，扎实开展春季绿化工
作。

据介绍，该村计划投资31万余元，在进村路、增产
路、幸福等道路两旁集中栽种2906棵苗木，苗木以桂花、
红叶石球、茶花、樱花、紫薇等成活率较高的品种为主。

该村还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通过科学栽植、
科学管护，确保种一株活一株、造一片成一片。

“植树造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事，也是
积极响应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王家月村将用实际行动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为建设美丽乡村、打造宜居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新街
镇林业站站长孙荣华说。

专家们认为，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稳定生产面积、加快
绿色发展、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提高
科技含量，促生“生态优质茶”。

根据茶区实际，引进、选育、筛
选、推广一批专用型及兼制型茶树
良种，完善茶类结构；种植桂花、银
杏、杉树、茶园种植绿肥等，增加生

物多样性；加强老茶园低改，建设良
种茶园、生态茶园、高效茶园。

改种改作、改善配套设施、改革
传统种管习惯，提高茶园生产效率、
单位面积产出率和效益。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做好预测预报和质量监
控，以农业措施和生物防治为主的
综合防治替代单一的化学防治，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确保茶叶质量安
全卫生。

从茶品牌产品、栽培管理、加工
等技术规程、国际认证标准等入手，
制定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促进茶叶加工清洁化标准化规
模化，提升茶叶品质和品牌国际影
响力。

生态养茶，绿色优质升级

研讨会现场，专家们一致认为，
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先导，以
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以“一带一
路”和“长三角”为契机，以习近平新
时代“三农”思想为指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以茶兴农。

宗庆波说，在新型经营主体、农
业科技创新、产业技术体系、品牌提
升行动等向好的政策发展环境下，

领导挂帅、政策出台、投入奖补，助
推茶产业向前驱动，以茶助农。

按“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加快构建现代农业茶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茶产业稳
定健康高质量发展，以茶富农。

同时，立足鄂茶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加快茶产业、文化、旅游、

康养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升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综合效
益。建设集种植、加工、营销、品
牌、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省级现
代茶业示范园区。通过弘扬鄂茶
文化，助推“以茶为媒”的旅游休闲
文化产业发展，规范引领开设“旅
游精品线路”，带动周边经济同步
发展。

政策引茶，产业融合升级

据了解，俄罗斯是世界上茶叶
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每年进口大约
18万吨茶，其中，从中国进口茶叶2
万吨，仅占其茶叶进口总量的
11%。中国作为产茶大国，茶叶产
出和出口均以绿茶为主。咸宁如何
打开国际市场的茶叶缺口是茶产业
向外拓展的重点。

龚自明说，由政府部门引领，
集有资金实力、重点大龙头企业牵

头举旗前进，选择有理念认同、有
市场渠道的骨干企业携手并进，实
行强强联合，股份制运营，组建茶
业集团，合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联
合体。

同时，加强发展规划、品牌策
划、品牌宣传、推介和管理。在品
牌标志、准入机制、技术标准、品牌
监管、市场形象，对外宣传上实现

“六个统一”，实现品牌综合价值的

提升。
茶文化本源是促使茶产品本身

向茶品牌化转换的灵魂，通过茶文
化与茶品牌有机结合，打造咸宁茶
公用品牌。策划青砖茶边疆行活
动，抢占边销市场；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策划重走“万里茶
道”与“丝茶之路”活动，抢占外贸市
场。使鄂茶品牌立足湖北、唱响全
国、香飘世界。

市场荐茶，品牌宣传升级

新时代需要以新的思维思考茶
产业前进模式，茶叶加工技术、茶叶
贸易、管理、流通的信息化运作，为
茶产业的发展锦上添花。

“科技支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品种改良、高效栽培、绿色防控
和精深加工延伸，选育出茶树新品，
让科技孕育新成果。”宗庆波说，要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新技术新成果
转化,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以人
才为支撑，快速实现茶叶技术从学
术研究成果向产业经济成果转移。

以集成应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能源、新设备、新环境”为重点，对
全省初精制茶厂进行改造升级，构

建我省现代茶业加工集群，实现加
工企业优化升级，提高行业竞争力。

推行“互联网+茶叶”，将大数据
与基地、专家、培训、市场、大物流、
监管等进行有机对接，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在现代茶产业中的纽带作
用，通过茶业与网络结合，实现茶叶
实体经济最大化。

人才兴茶，技术信息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