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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要牢牢把握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
的规律特点，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坚持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推动文化和旅
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
现融合，让“诗”和“远方”实现更好联结、
共创美好生活。

雨花茶是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绿
色名片，在南京打造世界名城、生态名城
的背景下，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潜力巨大。晶桥镇副镇长包旭华介
绍，借助于2022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的加持，晶桥镇政府加大资金投放，探
索在城乡一体化格局背景下，充分放大
晶桥镇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打
造“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健康农旅产
业为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区，加快完善
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形成长三角特大城市周边老区乡村
振兴的全国样本。

“山水田园间，醉美在晶桥。”据介
绍，晶桥镇自然、文化、特色村、红色景

点、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全域旅游正迎来
快速发展期，正在努力打造旅游休闲度
假和最佳人居环境区、都市生态特色农
业区。

茶叶产业是晶桥镇都市田园乡村振
兴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实施的晶桥
农业园区高标准茶叶基地项目位于晶桥
镇枫香岭村、芮家村，总投资880万元，包
含枫香岭茶园更新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芮家雨花茶园更新及道路、沟渠等配套设
施建设；新建雨花茶制作生产经营管理用
房及展陈、装修、标识牌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充分发挥基地
资源，推动农业园区形成集农业、文化产
业、旅游业为一体的休闲农业业态，推动
晶桥镇向着文化兴镇、文化强镇、文旅融
合发展的方向迈进，充分释放带领技艺

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的传承示范园区功能，放大其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雨花茶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作为国家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
要载体，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打好“雨
花茶”这张牌，是晶桥镇下一步谋划发展
的关键一着。

此次，雨花茶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晶桥都市
田园乡村振兴项目成功申报2022年度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项目，两大利好叠加，将为晶桥都市田
园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摘自 中国福彩）

擦亮革命老区“非遗”名片
百年前，“江南植茶公所”所长陆溁提出的“以树表式”的科学植茶方法，于当今

“生态、自然、和谐”理念仍具有前瞻意义。“梅茶间作”模式所营造出的小环境气候条

件，造就了雨花茶独特的内在品质。

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9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

届常会上通过评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涉及15个省（区、市）的44个国家级项目，有三

个子项目来自江苏，分别是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苏州洞庭碧螺春制作技艺、扬州富

春茶点制作技艺。

其中，南京雨花茶第五代传承人、雨花茶制作技艺代表性非遗传承人陈盛峰，其

南京盛峰茶业有限公司基地，位于溧水区东南部边缘低山丘陵地区晶桥镇芮家村马

村，茶园面积800余亩。

喜讯传来，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上下十分振奋。作为该镇的特色富民产业，晶桥

镇一直十分重视发展壮大茶叶种植产业。2022年，晶桥都市田园乡村振兴项目成功

申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是南京市唯一一个获批项目。

晶桥镇将包括盛峰茶业有限公司基地在内的辖区茶园、果林更新改造，以及改建翻新

茶叶制作、管理设施用房等，列入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此次成功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又为该镇壮大茶叶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
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
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

目前我国已有绿茶、黄茶、黑茶、白
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
加工茶共 2000 多种茶品。传统制茶技
艺主要集中于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
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
区，相关习俗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为
多民族所共享。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
道、万里茶道等，中国茶叶穿越历史、跨
越国界，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是人类文明共同
的财富。

雨花茶鲜叶长度不大于 2cm，芽叶
角度不大于15度，采摘要求芽叶完整均
匀，不采雨水叶、紫芽叶、病虫叶、对夹
叶。每500g成品雨花茶的芽叶数在5万
至6万个。

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子项目的雨花茶制作技艺，包括采
摘、摊放、杀青、揉捻、整形、干燥、精制、
烘焙等工序。该技艺以师徒传承方式，
包括第一代陆溁、第二代林双贵、第三代
俞庸器、王家荣、第四代黎志遐、赵杏华、
第五代陈盛峰、陆葵香、第六代王亚仑等
为代表的传承群体。

雨花茶前身是南京地区所产的云雾
茶，最初是卷曲类茶。民国茶界泰斗陆
溁采用“搓条”手法，改造成为直条类茶。

1959年，第二代传人俞庸器又将龙井
的“抓条”手法引入，将直条类茶变成针形
类茶，雨花茶由此成型。陈盛峰介绍，
1959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同时为纪念
在雨花台牺牲的革命先烈，当时的江苏省
委省政府将该茶正式更名为“雨花茶。”

目前雨花茶从业茶农达3万人，区级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15
人，年产值达5亿元。晶桥镇所在的溧水
区就有茶园近 3 万亩，主要分布在晶桥
镇、白马镇、和凤镇，规模茶场24家，省级
名牌茶场4家包括南京市溧水严景万茶

“严景万牌”、南京溧峰集团制茶有限公
司“溧峰牌”、南京傅家边科技园集团有
限公司“傅家边牌”、南京雪松茶叶有限
公司“雪松牌”，地方知名品牌包括南京
逸程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的“逸程农林
牌”、南京溧水绿福茶叶专业合作社的

“涧之东牌”、南京月牙湖生态茶业有限
公司的“月牙湖牌”、江苏省溧水和凤镇
倪春香茶场的“倪春香牌”等。

晶桥镇的茶叶产业化道路有着规模
化发展的特征，全镇有南京逸程农林开
发有限公司等优秀的茶叶企业，进行了
茶叶种植、加工、销售的一条龙式的产业
模式建设。晶桥镇现有茶叶4600多亩，
茶叶种植企业 8 家，从业人员 200 多人，
主要品种为碧螺春、白茶等，年产值为
9200万元。

“一斤好的雨花茶，至少需要采摘6
万根芽头。”陈盛峰介绍，只选一芽一叶
芽叶，茶芽长度为2至3厘来，这是雨花
茶保证品质的关键。雨花茶外形短圆，
色泽幽绿，条索紧直，锋苗挺秀，犹如
松针，带有白毫。干茶香气四溢，冲泡
后香气清幽，滋味醇和，回味持久，已
成为著名的茶叶品牌。

雨花茶鲜叶采摘要求严苛，每年清
明前后采摘，以一芽一叶初展为标准。

“搓条、抓条”是雨花茶整个制茶
技艺中最关键的二个手法，被誉为中国
绿茶制作技艺中的“手中芭蕾”。通过
虎口的收缩，嫩叶在手心不断旋转。陈
盛峰的手在炒锅中不停地揉搓，茶条颜
色不断加深，神奇地变成了松针状。

现在很多茶农都用机械化炒茶，而
手工炒茶技术在新一代的茶人中已经越
来越少见。陈盛峰说：“精湛的手工炒
茶技艺是机械制茶的基础，以陆溁、俞
庸器为代表，在手工炒茶的基础上钻研
机制工艺，使雨花茶成为首个在中国名
茶中实现全程产业化、机械化的茶类。
六代雨花茶人，在孙中山‘茶业革命’
的精神下感召下，不断朝茶产业现代
化、机械化变革方向上努力前进。雨花
茶的产业化规模化也必将助力溧水区和
晶桥镇的乡村振兴，引领、带强产业发
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手工制作的雨花茶，在外形上更
加趋向紧细圆直的标准，色泽润绿，滋
味上更丰富，一口茶汤能让人立马感觉
到回甘生津，而机械制的雨花茶无论色
泽还是口感都比较枯燥，没有悠长的回
味。”陈盛峰认为，也许正是因为世代
传承的手工技术，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才会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
才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992年，陈盛峰在江苏省句容农业
学校读书时，就痴迷地钻研起茶文化。
1994 年毕业后，他来到中山陵园管理
处，从此和雨花茶结下不解之缘。

南京盛峰茶业有限公司溧水基地
始建于 2006 年，位于溧水区东南部边
缘低山丘陵地区晶桥镇芮家村马村自
然村南面，茶园面积800余亩，年茶叶
销售产值近800万元。南京盛峰茶业有
限公司是文旅部认定的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绿茶制作
技艺 （雨花茶制作技艺） 保护单位，
是江苏省首批十大江苏省乡土人才传
承示范基地。

公司现有省、市、区各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15 名，江苏省乡土人才6人，
中高级职称5人。核心传习场所1180平
方米，已投入800多万元用于非遗保护
传承。传统手工雨花茶生产技术雄厚，

炒制人员老、中、青传承有序，雨花茶
炒制传授设备齐全，一次可供50名学徒
参与现场炒制。该公司生产的雨花茶是
浙江大学、湖南农大、安徽农大等茶学
系及农业农村部茶科所提供针形类绿茶
教学样品及科研用样品指定生产单位。

南京盛峰茶业有限公司茶厂每年用
工量很大，采茶期用工量更是达到了数
百人。下一步该公司将以项目实施点为
依托，通过茶叶生产新机具的使用改变
茶农的劳作方式，减少人员投入、减轻
劳动强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
高茶农的效益和茶叶生产效率，带动晶
桥镇乃至溧水全区茶叶产业发展，为农
民脱贫致富做贡献。

眼下，借助于2022年度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的支持，晶桥镇高标准茶叶基
地改造升级项目正在实施。

陈盛峰介绍，总体思路是促进产业
升级和文旅融合发展。策略一：绿色，
发现和展示自然的美；策略二：文化，
茶文化的重现和演绎；策略三：体验，
多样而丰富的游憩体验。将打造茶之道
—茶田小道、花之海—植物群落、丘之
形—茶田肌理、茶叶采摘园、品茶台、
雨花茶制作技艺传承馆、非遗技艺展示
馆、品种园等多个板块，发挥头雁作
用，带动晶桥镇茶叶产业升级转型、发
展壮大。

纪念革命先烈的纪念革命先烈的雨花茶雨花茶

从业茶农从业茶农33万人年产万人年产值值55亿元亿元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也是用工量大助农脱贫致富领头雁也是用工量大助农脱贫致富领头雁

擦亮擦亮““雨花茶雨花茶””这张南京名片这张南京名片，，助力世界名城生态名城创建助力世界名城生态名城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