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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统筹”促进农村振兴

李姣姣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长沙�410006

摘�要：民族地区茶产业发展速度缓慢，茶文化传承乏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本文以“三茶统

筹”为切入点，分析了民族地区茶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夯实茶产业基础、科技赋能茶产业、加强弘扬茶文化、强化

乡村振兴等对策，旨在推动民族地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加、生态环境改善，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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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茶产业作为特

色农业的重要代表，其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

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民族地区茶产业因其独

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在我国茶产业发展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为进一步发挥民族地区茶产业的

优势，推动乡村振兴，“三茶统筹”成为当前茶产业发

展的重要路径。

1��民族地区茶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1.1  民族地区茶产业发展现状
民族地区茶产业发展呈现出“茶县—茶村—茶基

地”的种植格局，已初步形成了一批优质茶叶生产基地

和专业茶乡茶村，实现了茶叶种植的规模化生产。如云

南普洱茶的主要产区思茅市蒙自县，已有茶园面积达10
万亩，年产茶叶3万吨；贵州毕节地区共有茶园面积达20
万亩，年产毛茶6万吨。这为民族地区茶产业的持续快速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茶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

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促进了农

村经济的繁荣。

1.2  民族地区茶产业面临的瓶颈
茶叶生产方式相对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民族地

区茶叶生产主要采用人工种植的传统方式，机械化程度

不高。茶园管理、采茶收茶等环节缺乏机械化操作，生

产效率较低。这与当下推广应用农业机械化的产业发展

方向不符。需要加快推进茶园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

促进茶叶机械化生产。

茶农技术知识欠缺，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民族地区

茶农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对茶叶科学化栽培方法的认知不

足，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同时，茶叶生产存在组织化程度

不高的问题，茶农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4]。这制

约了民族地区茶产业规模化发展。需要加强对茶农的培

训指导，帮助提高茶农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并推动

茶农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茶叶深加工环节薄弱，科学化手段缺乏。民族地区

茶叶深加工企业较少，主要停留在初级加工环节。缺乏

茶叶深加工的关键技术和科学化手段，导致茶叶深加

工产品单一、品质不稳定。加工企业应加大科研投入力

度，引进和研发茶叶深加工的专利技术，创新茶饮料开

发，提升茶叶深加工环节的科技含量。

茶文化资源开发不足，特色产品设计有待加强。

2��“三茶统筹”促进农村振兴的对策

2.1  夯实茶产业基础
为推动茶产业规模化生产，实现高效优质的茶叶供

应，需积极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利用其在协调生产、技

术推广和市场开拓上的引领作用。同时，规范合作社运

营，充分发挥其在组织协作中的基础职能。合作社应强

化内部管理，提升组织纪律性，并在政府支持下逐步扩

大规模，达到茶叶生产的标准化。进一步推广机械化建

设，提升茶园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引入先进的建设

和管理模式，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的茶园栽培。同时，

重视提升茶农的技术水平，通过农技培训，使茶农掌握

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现代技术，确保优质茶叶的生

产。选派技术骨干进行示范引导，发挥其示范作用。建立

技术指导服务网络，定期巡查茶园，及时解决种植难题。

同时，强化品种改良，培育高品质新品种，延长茶树的经

济生命周期。此外，加强基础建设，完善茶区的输电、

通信和道路网络，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构建具备初加

工、仓储和交易功能的茶叶集散中心，便利茶农销售。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不断巩固茶产业的发展基础。

2.2  科技赋能茶产业
为推动茶产业的转型升级，需加强科技创新。深化

科技特派员制度，指导茶农科学管理，提升茶树的抗病

虫能力，保证茶叶品质安全。建立健全的检测标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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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工质量。加大有机茶和特色茶的研发，拓展产品种

类。积极发展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

值。组织科技部门与高校院所共同攻克有机茶生产的关

键技术，包括全面调查古树茶资源并有效利用，加强本

地特色古树茶资源的保护，并建立中试基地，培养专业

合作社以保护古树茶生产[5]。建立完善的茶叶产品质量标

准体系，包括茶树种植、采摘、初加工、深加工、储运

和检测等各环节的标准规范，并涵盖服务认证和检验检

疫。此外，构建茶叶市场预警系统，强化对疫情和自然

灾害的监测预警，确保产业安全。深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和应用，鼓励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产

业化。建立完善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

2.3  加强弘扬茶文化
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利用茶文化资源，增加茶产业

附加值。将茶文化元素融入茶产业发展，打造富有民族

特色的茶旅游品牌。积极保护茶源古茶园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建设茶博览馆等载体，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

发掘茶文化的历史内涵。要深入开展全民弘扬茶文化活

动，通过书画摄影等形式展示茶文化魅力，举办茶艺比

赛、茶诗吟唱等活动，弘扬茶道精神。要构建茶产业公

共服务体系，建立茶产业文化传播平台，通过新媒体手

段讲好中国茶故事。要积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中华茶文化瑰宝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另一方

面，要突出民族地区茶文化的鲜明特色。充分展示泰源

藏茶、普洱茶的独特魅力，讲述各民族制茶特色工艺的

悠久历史。建设民族风格茶宴场所，举办以茶为介质的

民族文化体验活动。要发掘不同历史时期茶马古道的文

化内涵，保护古茶马驿站遗址，打造富有故事性的茶马

古道旅游线路，通过茶文化交流活动增进民族团结，促

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2.4  强化乡村的振兴
一是，要充分挖掘利用茶文化资源，增加茶产业附

加值。将茶文化元素融入茶产业发展，打造富有民族特

色的茶旅游品牌。积极保护茶源古茶园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建设茶博览馆等载体，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发掘

茶文化的历史内涵。二是，要深入开展全民弘扬茶文化

活动，通过书画摄影等形式展示茶文化魅力，举办茶艺

比赛、茶诗吟唱等活动，弘扬茶道精神。要构建茶产业

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茶产业文化传播平台，通过新媒体

手段讲好中国茶故事。积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中华茶文化瑰宝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三是，

要突出民族地区茶文化的鲜明特色，充分展示泰源藏

茶、普洱茶的独特魅力，讲述各民族制茶特色工艺的悠

久历史。建设民族风格茶宴场所，举办以茶为介质的民

族文化体验活动。发掘不同历史时期茶马古道的文化内

涵，保护古茶马驿站遗址，打造富有故事性的茶马古道

旅游线路，通过茶文化交流活动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

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3��民族地区“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3.1  深挖茶文化遗产
长期以来由于开发利用还不够，很多珍贵的茶文化

遗产处于荒废状态。应该深入挖掘民族地区独特的茶文

化内涵，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化旅游项目。如以

茶马古道为线路，结合沿线的古茶园、茶寺庙、民居等

资源，开发茶马古道文化旅游。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手

段，通过虚拟仿真、剧情体验等形式，重建历史上的茶

马互市场景，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茶马文化的历史沿

革。这些举措既可以激活存量茶文化资源，又可以培育

茶文化旅游的新业态，从文化层面赋能茶产业发展。湖

南作为我国茶文化发源地，茶文化资源丰富，可以加强

对历史名茶的考证保护、茶艺文化的传承发扬。同时，

要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打造湘茶文化线上展示平台，使

茶文化走出去，吸引更多人关注和了解湘茶文化。通过

深入挖掘茶文化遗产，可以赋予茶产业更丰富的文化内

涵，推动民族地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3.2  加快技术的创新
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广茶园标准化种植技术，

提高机械化程度，帮助茶农建设智慧茶园。具体来说，

要组织科技部门和高校院所，攻关民族地区有机茶生产

的关键技术，包括全面普查和有效利用古树茶资源，建

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树茶基地等。在茶叶加工环节，可

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全程质量追溯体

系，提高茶叶加工的标准化、精细化水平。此外，还应

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组建专业的茶叶品质评

价中心，开展茶叶功能性成分和质量标准方面的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要将技术创新与茶农培训结合起来。通

过技术培训，帮助茶农掌握标准化种植、有机施肥等科

学化栽培技术，使茶农成为现代化茶园建设的主体。同

时，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积极引进高水平的

茶业技术人才，在基层广泛开展各类培训，提升茶农的

科技文化素质。此外，还要注重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运

用。要推动科研院所与茶企之间的技术合作，支持企业

引进和消化茶叶先进加工技术，使创新成果更好地应用

于茶产品生产，从而提升产品品质。

3.3  壮大优势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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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茶业龙头企业，使之成为带动茶产业链协同发展的

重要力量。在茶园端，龙头企业可采取订单种植的方

式，指导基地规范生产；在加工端可建立科学的质量控

制体系；在销售端可依托自身品牌优势，开拓国内外销

路。政府还应加大财政资金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鼓

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提升装备水平。同时，要建立龙

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产业共同体，

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双赢。以岩霸茶业为例，它深入贯

彻“三茶统筹”发展理念，以茶文化为魂，以茶产业为

本，以茶科技为先导，实现了企业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民增收。岩霸茶业与基地茶农

签订了利益联结机制协议，提供优质茶种、施肥指导、

采收技术培训等服务，确保茶叶原料的高品质。

4��相关案例分析

云南省是我国著名的茶区之一，也是民族区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茶叶

产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三茶统筹”的举措，取

得显著成效。如省委书记出席云南茶业发展座谈会时强

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发展，坚持绿

色发展方向等。省科技厅也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推

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具体来看，云南省普洱市委、市政府将茶文化作为

推动农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如在西双版纳景洪市，每年

举办国际茶文化旅游节，打造中国·景洪茶博会。活动

通过展示云南独特的茶文化魅力，促进了景洪茶业的快

速发展。2020年，景洪茶产量达10.2万吨，销售收入13.5
亿元，带动近2万户农户脱贫致富。
在茶产业方面，普洱市科学引导茶企参与农村集体

经济，与农民利益捆绑。如普洱市江城哈尼族自治县大

地种植专业合作社与云南沃禄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茶农采用先进的茶园管理技

术，有效提高了茶园产量和农民收入。

在茶科技方面，普洱市大力支持茶研院所开展科技

攻关。如云南中烟工业研究院大乔司茶叶实验基地建立

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选育出多个品质优良的茶树新品

种。普洱茶试验站建立现代化茶树生产技术体系，培育

出适应性强的早芽早基茶树新品种，解决了茶叶生产中

的技术难题，提高了农民种植效率[6]。

通过“三茶统筹”，云南普洱市在发展茶文化、壮

大茶产业、推进茶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推进，促进了山

区贫困地区茶农脱贫增收，实现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为我国民族地区推进“三茶统筹”提供了成功范例。

5��结束语

综上所述，“三茶统筹”对于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意义重大。应积极推广标准化种植，发展茶文化旅游，培

育龙头企业，建立品牌效应。这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

也可以传承民族文化，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通过

“三茶统筹”，民族地区茶业将迈向现代化、品牌化新

阶段，助力乡村振兴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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