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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下午四点，邱红英终于返回县城。
每年 3 月，是茶人的“旺季”，每日奔波于各个乡

镇、茶厂是常态。 邱红英稍作休息，端起手中的茶
杯，看了许久，说道：“品相不错！ 汤色清亮，色泽嫩
绿，原料、杀青和揉捻都拿捏到位。 ”说完便小口品
味。

看一眼茶汤，便知其“内涵”，这只是邱红英的
本领之一。

1989 年，邱红英从安康农校茶叶专业毕业分配
到紫阳县茶研所工作，工作之初就接到了名优茶开
发的课题。 当时成立了两个组，一组负责“紫阳毛
尖”产品的质量提升加工，另一组则负责新产品“紫
阳银针”的研发。 邱红英负责“银针”茶研发组。 那个
时候，茶研所制茶的设备很少，邱红英说，只有两口
电炒锅，所以很多设备还得自己制造，“比如用于烘
干的设备，我们开始打节能烧炭炉，后又改进制作
电炉丝烘茶平台。 ”除了设备，工艺流程也是邱红英
和团队面临的又一挑战，“一是鲜叶原料标准要求
纯芽头，在那个采摘还比较粗放年代，要采纯芽头
还是不容易培训的，为了有标准的鲜叶，我们经常
是跟着采工一起采，手把手教采摘，采回后又要进
行精心挑选，直到鲜叶的纯度，匀度、净度达到一致
才进入下一道工序杀青； 二是揉捻，‘紫阳毛尖’外
形是卷曲的，它的揉捻手法就是‘抱团揉’，相对好
掌握。 但是‘银针’的外形是紧结圆直的，需要‘推拉
滚揉’以及‘理条’，要保证每一根茶都‘紧结圆直’，
非常不容易。 ”邱红英说。

经过不断探索、尝试，“紫阳银针”终于“面世”。
由于外形独特紧直似针，色泽翠绿显毫，嫩香、毫香
持久 ，汤色清澈明亮 ，滋味鲜爽回甘 ，叶底嫩绿匀
整，芽头肥壮，所以一经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
迎。 邱红英说，1991 年的时候，毛尖产品的价格大约

是 180 元一公斤，银针上市的定价为 480 元一公斤，
虽然价格高，但是由于品质独特，加上产量有限，所
以常常“一叶难求”。 “紫阳银针”的研制开发，不仅
成功填补了紫阳高档绿茶的空白，更促进了紫阳名
优茶的发展和茶农增收。

1990年，邱红英创制的地方名茶“紫阳银针”获首
届中国西部名优茶开发研讨会“陆羽杯奖”，1991 年被
国家旅游局、中国杭州国际茶文化组委会评选为“文
化名茶”。 一项项殊荣让邱红英的人生似乎一下子就
达到了“巅峰”，但她从来没有以此为终点，而是在茶叶
各个领域继续探索，一心为紫阳茶业发展做贡献。 改
革紫阳毛尖茶生产工艺，改革大装茶生产工艺，改革
茶园施肥技术……改革在她的字典里始终都是第一
页。她参与的《紫阳富硒茶品质、含硒水平、保健作用及
其富硒茶系列开发》研究课题获得原安康行署科研特
等奖，《茶叶丰产栽培、低产改造技术推广》课题获陕西
省科协三等奖，《名茶技术开发与推广》课题获得省政
府三等奖和地区一等奖。 与此同时，在紫阳贡茶的开
发上积极探索创新，申报的关于唐代宫廷贡茶饼的生
产工艺保护的《一种饼茶及制作工艺》于 2018 年获得
国家专利（201810678851.X）。 《紫阳贡茶之紫阳白茶》
在《中国茶业》2018 年底 11 期上发表，为紫阳白茶的
市场开发积极宣传。

如今，在整个紫阳县，邱红英的名字对于茶企、
茶农而言，都不陌生，只要谁遇到了问题，第一个想
到的便是县茶业局的“邱专家”。 而“专家”的头衔对
于邱红英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邱红英一年约有
200 余天时间奔波在各镇村、企业、农户中抓茶叶产
业技术培训。 在每年春茶上市之际，她白天要抓住
时机培训茶农春茶生产技术和茶叶规范采摘方法，
晚上要到茶企示范加工， 每天休息不到 5 个小时。
邱红英表示，虽然现在茶叶加工大多靠机器，但技

术人员依然必不可少， 从调温度到机器的转速、时
间，都要反复试验，慢慢记录和控制，最终找到一个
最优的模式。 “我们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 ‘看茶做
茶’，比如晴天和雨天采摘的叶子就不同，芽头、一芽
一叶和一芽二三加工起来也各不一样。 茶叶加工受
很多因素的影响， 每种因素都会影响它的后期工
艺。 ” 邱红英说，“要让人工和机器有一个完美的结
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好的产品。 ”

为了帮助更多的茶农掌握技术，邱红英利用闲
暇时间，因地制宜及时编写了《紫阳茶树良种繁育技
术流程》《紫阳县无性系茶苗栽培技术》《紫阳县无公
害茶园综合管理技术》 等 20 余部培训教材及课件。
面对全县茶业技术干部少、年龄老化这一现实情况，
自 2015 年以来，她利用自发制作技术公众号“青梅
煮茶”，编写上传了近百篇茶叶技术文章，并在微信
平台上回答茶农的问题，弥补茶叶技术人员不足无
法事事亲临现场指导的缺憾。 近几年，承担了产业
扶贫茶叶产业实用技术培训 500 多场次， 培训茶农
近 3 万人，培训职业茶农 1600 多人。同时因人施教，
重点培训了 1200 多名紫阳毛尖手工制茶能手，有
30 多人在省市县制茶大赛中获奖，其中有 4 名获陕
西省技术能手、4 名 “金州工匠”、6 名安康市技术能
手；12 人成功申报为紫阳毛尖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县级传承人。 这些技能人才为紫阳茶产业的持
续发展和产品质量提升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全省“十佳茶人”、陕西省蚕桑园艺系统先进个
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今年是邱红英
从事茶叶科技工作的第 32 年，种种荣誉的加持让她
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年过五旬的邱红英依然保持
着自己的初心，做科研一丝不苟，做服务专注耐心。
在她眼里，科研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唯有脚踏实
地，实事求是，方能达到自己心中的远方。

2021 年 4 月 22 日，“科普大篷车” 走进岚皋县
六口小学， 学生们围着二十几件新奇的科普展品，
好奇地尝试着。 科技馆的工作人员在一边指导，解
释其中的科学原理。 学生们试着、笑着、叫着，开心
极了。 “没想到科技离我们这样近，我们的生活各方
面都涉及科技，通过现场可以体验了解更多的科技
知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六口小学三年
级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载着神秘和神奇的科普大篷车开进了校园，停
在了操场，安康科技馆的工作人员从车厢里搬出一
件又一件科普展品，摆放成了一个大圆圈，共同构
成了科学普及进入校园的生动场景。

市科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
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重要指示精
神，着力解决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城乡发
展不平衡、 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的问题，
大力开展“科普大篷车”走基层活动，有效提升全市
公民科学素质，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科技意识和创
新能力。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市科协精
心谋划，扎实组织开展“红色百年路·科普万里行”
主题活动，创新将活动贯穿于全年科普教育工作始
终 ，以弘扬红色精神 、科学精神 、科学家精神为基
调，以提升重点人群科学素质为目标，依托安康科
技馆及“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普资源，走进 65 所基
层学校、10 个社区，举办主题活动 80 余场，为 1.2 万
余名学生、社区群众开展党史和科普教育，大力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近年来，从城镇到乡村，从校园到社区，科普大
篷车驶进基层，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科普轻骑兵”，

真正做到了深入科普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科普教育+党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安
康科技馆将科普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充分
发挥科普大篷车的功能， 大力向乡村地区倾斜，以
弥补乡村地区科普资源匮乏的短板。 每走进一次学
校或社区，都会在社区广场和校园操场的中心位置
利用“红色百年路·科普万里行”主题展板、海报等
搭建移动红色画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现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重点展示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现
场讲解中国科学家的卓越风采和感人事迹， 宣传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报国情怀，极大地
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
想信念，心怀远大理想、树立正确志向。

不少看后的社区群众和孩子们纷纷表示：“学
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次参加科普活动，让我们开阔了眼界，也学到了
党史和科学知识，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

“科普教育+红色课堂”，弘扬科学精神

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更具有贴近性和
感染力，收到的效果会更好。 安康科技馆利用本土
红色资源优势，创新科普教育形式，组织 20 余名老
科技工作者、老党员和老专家到校园及王莽山红色
遗址、牛蹄岭战役遗址等地，通过“现场教学+集中
授课”等模式，讲述了我国科学家与党同心同德、矢
志报国的感人故事，突出思想内涵、融入时代元素，
弘扬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营造了尊重人才、崇尚
科学的浓厚氛围，有效激发了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坚定性。

每上完一次“红色课堂”的学生们都会深受启
发，活动让他们回味无穷，从而怀揣长大后想当一
名科学家的梦想。 活动现场，还向参与互动的同学

们赠送了科普图书、宣传手册等资料。

“科普教育+实地体验”，助推教育“双减”

“少年强，则国强”“科技兴，则国兴”。 安康市科协
将科普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采取“请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深化拓展校园科普教育，助力“双减”政策
落实落地。 科普大篷车走进校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每
次都不一样，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2021 年 6 月 1 日在
汉滨区红旗小学举办的科普进校园活动， 棉花糖、火
云掌、蘑菇云、火箭发射等科学小实验深受孩子们“热
捧”，在实验环节，科技工作者还邀请部分学生亲身体
验，并由工作人员全程讲解、示范、引导，最大限度让孩
子们走近科学、爱上科学。 同时，各个学校组织学生走
进科技馆，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56 场次，让科技馆成为
学生们的“第二课堂”。

一辆科普大篷车，就是一座流动的科技馆，它将
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科普展品带进校园，大力支持
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科普展品集知识性、趣味性、科学
性、操作性于一体，通过展示科普仪器的奥秘，讲解科
学原理，传播数学、力学、电学、光学、电磁学等多门学
科知识，让学生们在“玩”中“学”、“学”中“玩”，接受到
课堂上学不到的科学知识，真正感受到科学的神奇魅
力，极大地提高了孩子们学习科学的兴趣。

2021 年，通过开展“红色百年路·科普万里行”
主题活动，加强了青少年科技教育、培育科学梦想
的具体行动，更是市科协创新科普形式，将党史学
习教育融入科普工作、“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次有
益探索，有效推动了红色资源同优质科普资源下沉
基层学校， 在每一个孩子心中撒下学习科学的种
子，开出强国有我的花朵。

今年，市科协在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科普教育、
科普教育与学校“双减”教育紧密结合，坚守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初心，牢记创新驱动发展使命，更广泛
地弘扬科学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让新时代全市公
民科学素质实现新突破。

大篷车驶出科普“新画卷”
通讯员 邹小兰 靳为如

防过敏小妙招 方元媛 绘制

茶专家茶山书写“新茶经”
记者 郭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