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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①）
品质给人以信心，逐年扩大的生

产规模则正在迅速改变张家界茶叶相
关产业链条。资料显示，2019 年，张
家界市茶园总面积达到 15 万亩，总
产量 5655 吨，茶类市场综合产超过
15 亿元。

在永定区，张家界莓茶成为该区
“一县一特”主导特色产业，成为公
认的新经济增长点。该区计划到 2022
年 ， 新 发 展 莓 茶 种 植 基 地 10 万 亩 ，
带动 10 万人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
综合产值 100 亿元。

市莓茶协会会长、武陵源头茶业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礼告诉记者，
目前仅张家界莓茶规模就达到了 6.5
万亩，协会会员企业有 83 家，作为
张家界特种茶叶的代表之一，莓茶正
逐渐成为规模产业，其产销量及产值
不少于张家界的传统茶产业。

与张家界莓茶相比，在传统茶叶
领域，一些让人欣喜的新势力也正在
崛起。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桑
植白茶。

桑植县茶业协会会长、湘丰桑植
白茶公司副总经理伍孝冬介绍，桑植
县现有 20 多个茶叶品牌。当前，该
县正致力于把“桑植白茶”打造成为
全国知名品牌及张家界特色突出的旅
游名片，着力打造“黑茶看安化，白
茶问桑植”的区域性品牌。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茶叶的影响到
底 有 多 大 还 有 待 观 察 ， 在 记 者 调 查
中，不少茶企明确表示因旅游形势不
好茶叶销售已遇到困难。但随着我市
旅游市场复苏的脚步加快，各级党委
和政府也抢抓时机，帮助茶企加速开
辟新的市场，茶叶可能成为率先实现

“突围”的行业之一。
以慈利县为代表，受疫情影响，

该县春茶面临着滞销的困境，仅三合
镇的茶叶订单就减少了 50%，茶企和
茶农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在慈利县委
县政府统一指导下，该县相关部门正
积极调研探讨茶叶消费扶贫，缓解茶
农和茶企的压力，通过新的方式促进
市场复苏。同时，慈利县还与湖南省
茶叶研究所签定了技术开发协议，在
茶 叶 智 能 装 备 、 茶 叶 加 工 、 技 术 提
高、业务培训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实质
性的举措。

在桑植县，却有着另一番局面。
桑植县副县长张帆表示，疫情对桑植
白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各个企业今
年销售额还比去年同期均增长不少，
与新产品研发、品牌效益显现等分不
开 。 下 一 步 ， 还 需 在 “ 公 共 品 牌 宣
传”“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加强抖
音、快手等新媒体直播”以及“人才
建设”等方面着手，实现桑植白茶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旅游业受到影响的当下，在获
得政府的帮助的同时，如何突出重围
更好地活下去，正成为众多茶企思考
和 面 对 的 问 题 。 不 少 茶 企 因 应 新 形
势，主动进行转型升维。

张家界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吴祥文透露，张茶公司正
加快打造莓茶行业标准，并通过与青
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探索推出
莓茶啤酒等新产品，为莓茶走出去开
拓市场。

慈利县，则有两家茶企主动投入
资金引进了全自动化茶叶生产线，消

化本地的茶叶鲜叶。
以位于永定区的盘龙山茶厂为代

表，我市一批春茶名优茶在疫情的冲
击下依旧畅销，不难看出优质茶品市
场前景良好。

“ 打 健 康 牌 ， 突 出 ‘ 长 寿 ’ 主
题。”市茶业协会特种茶委员会主任
李莉认为，在疫情尚未完全远去的当
下，政府应重点支持莓茶、杜仲茶等
特种茶产业发展，解决品牌认知度、
精深加工、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等莓茶
产业急需突破的问题，企业也要主动
作为，承担起开拓市场、创新升维的
职责。

事实上，茶旅融合已经在悄悄地
进行。

作 为 武 陵 源 区 茶 产 业 的 代 表 企
业，武陵源头茶业公司依靠得天独厚
的地形地貌、区位优势等，已经对茶
旅融合进行了前期探索。公司总经理
何礼介绍，目前，选址武陵源区协合
乡境内的 500 亩示范性观光露营茶旅
庄园正在有序建设中，未来将全面带
动周边三个村 2000 亩茶旅观光带的发
展。该项目得到了武陵源区委区政府
的高度重视，有望为张家界旅游提质
升级、依托旅游带动茶产业提供经验
示范。

市茶业协会副会长、白鹤井茶业
公司董事长汤亚雄说，该公司正按照
旅游观光的要求改造茶园。并启动了

白鹤井茶旅产业园项目建设工作，力
争在 2021 年 5 月前完成一期工程开园
营业。

拥有悠久制茶历史的三合镇是慈
利县茶叶主产区，目前，慈利县已初
步 提 出 五 彩 三 合 茶 旅 小 镇 的 发 展 思
路，争取探索出一条围绕茶叶产业实
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助力乡
村振兴。

⋯⋯
“ 下 一 步 ， 要 做 好 茶 旅 融 合 文

章，深耕旅游消费大市场。”市茶业
协会会长卓尚渊表示，依靠张家界茶
叶和张家界莓茶产业明显的优势和良
好的发展势头，市委市政府正提出加
快产品创新和品牌创建，把张家界茶
叶 和 张 家 界 莓 茶 打 造 成 区 域 公 共 品
牌，实现“两茶”品牌公共化、公益
化。作为企业，首先要提振信心、抱
团取暖，提升茶叶品质，进一步扩大
张家界茶品牌的知名度，及时调整产
品结构，让传统的茶产业适应新时代
年轻群体的需要。

“现在一杯奶茶动不动就是几十
块钱，年轻人还要排队买。我们的茶
叶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卓尚渊
告诉记者，今后要多研究年轻人的心
理，及时调整产品结构，让传统的茶
产业年轻化、大众化。惟其如此，张
家界茶叶才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百
亿”级的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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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一场“哈里亚路山”原型

之争，让袁家界声名远播。面对日渐增
多的游客，袁家界景区扶持了一批具有
文化特色的人文项目。赵绪鑫的”山野
小憩”填补了景区没有土家山歌文化的
空白，成为袁家界精品游览线上一个吸
引游客的亮点。

游客游览完天下第一桥景点，腿脚
有些酸疼，正好到小木屋喝喝茶、听听
歌，歇上一会，再打道前行。“现在复工
以来，生意慢慢好转，一天下来，也有
百把客人。”赵绪鑫说。

国 际 著 名 作 曲 家 、 指 挥 家 、 奥 斯
卡、格莱美原创音乐奖得主谭盾先生在
张家界采风时，专程来袁家界见了赵绪
鑫。坐下来，一杯茶的功夫，听完赵绪
鑫演奏的吹木叶和打溜子，谭盾激动地
站起身来，赞不绝口，拍拍赵绪鑫的肩
膀说：“老赵，你把这块好好办起来，很
有前途！打溜子吹打乐是我听过世界上
最有特色的吹响乐！”随即，谭盾先生主
动为赵绪鑫的小木屋提名”山野小憩”。

2015 年 5 月，一对从东北远道而来的
中年夫妇把所有的山歌轮着听了一个遍，
听完了以后，喝茶休息片刻，又点了三个
循环，一曲又一曲的土家族山歌让他们乐
不思返。导游催他们要走了，夫妇向导游
打趣道：“要走你先走，我们自己下山！”为
了再次感受山歌的独特魅力，这对夫妇决
定改变行程，第二天继续欣赏土家山歌。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经过 20
年的苦心经营，赵绪鑫和他的歌亭像张
家 界 一 样 名 气 越 来 越 大 ， 甚 至 飘 洋 过
海。他的表演得到世界游客称赞。赵绪
鑫曾多次接待过国家领导人、世界各国
政 要 等 ， 他 带 着 土 家 人 的 情 怀 唱 出 大
山，走向世界。

2000 年秋，受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
中 心 的 邀 请 ， 他 随 世 界 著 名 音 乐 人 谭
盾、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参加 《水火
交融》 艺术节；2004 年秋，他还参加过
中 央 电 视 台 “ 心 连 心 ” 艺 术 团 演 出 活
动；2005 年，又应谭盾先生邀請参加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剧院举办的“中国
艺术节”；2006 年 3 月，随市领导出访韩
国；2009 年再次应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
中 心 的 邀 请 ， 随 谭 盾 参 加 中 国 艺 术 节 。
每到一场，他独一无二的音乐特色，优
美的旋律，无不征服观众。赵绪鑫用独
特的民族音乐方式告诉世界：张家界不
仅拥有世界罕见的山水风光，还拥有多
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 人 就 是 要 不 断 挑 战 自 己 ， 不 断 进
步。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好。坚持下
去，不怕苦、不怕累。”赵绪鑫说，做人和做
音乐是一个道理，想要做好，就得迎着困
难踏踏实实干下去。赵绪鑫认为收获不是
终点，“我最大的愿望，是把土家音乐传下
去，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土家文化。”

张茶：突围与崛起 世界上“最有特色的
吹响乐”

赵绪鑫作为湖南代表之一赴法国，参加湖
南文化走进法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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