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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底， 汉滨区新建标准化茶园 15 万亩，茶

园面积累计达到 21.3 万亩，茶叶总产量达到 9500 吨，实现
产值 20 亿元。 目前，已建成茶叶产业园区 56 个，茶叶加工
企业 78 家，SC 认证企业 28 家，获得有机认证 4 家、绿色
认证 14 家，已有 38 家茶企获得“安康富硒茶”公用证明商
标使用权，组建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63 家，全区茶叶企业
累计获得中省市茶叶参评奖项 200 余项。 4 万余户茶农因
茶致富，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 目前，“陕茶一号”年繁育
能力 5000 万株以上，全区累计建成“陕茶一号”高标准茶
园 11.7 万亩。 “陕茶一号”茶树品种 2014 年、2018 年先后
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2019 年被农业农村部登记为全国第 9 个茶树品种，被
陕西省作为唯一茶树适生优良品种在全省推广，2023 年 6
月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三大茶树主导品种之一。 其制
作的茶产品具有“形美、毫显、香郁、味鲜”四大特点。 据权
威机构检测，汉滨茶叶富含硒、锌、多酚类和氨基酸等物
质，深受省内外消费者青睐，“中国好茶·陕茶一号”声誉日
隆，成为汉滨人礼敬世界的一杯好茶。 “陕茶一号”茶产品，
经云南农业大学研究检测，具有“绿茶不伤胃、红茶好睡
眠”的独特品质。

重质量 提升茶叶精深加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阳春三月，走进汉滨区双龙镇谢坪村，梯梯茶树错落
有致，嫩绿茶芽挤满梢头，一眼望不见尽头。 几十名茶农腰
缠竹编小篓穿行在茶垄间，巧手如梭，将翠绿的嫩芽收入
篓中。山上采茶忙不停，山下制茶香四溢。谢坪村位于汉滨
区双龙镇南部，地理位置偏僻，产业发展滞后。 近年来，通
过大力发展“陕茶一号”标准茶园、兴建标准化茶叶加工厂
等举措，着力增强茶产业带动力。 目前，全村“陕茶一号”种
植面积 2000 余亩，全村人均增收 500 多元。 茶叶，真正成
了助农稳定增收的“金叶子”。

汉滨区坚持全域规划理念， 编制了汉滨区茶叶产业发
展规划，将流水镇、大竹园镇、双龙镇、瀛湖镇等 7 个镇确定
为茶叶基地建设镇，实施区域化布局、板块化推进。坚持每年
选择一个基地镇，集中项目、资金倾斜支持，建成了双龙、大
竹园、晏坝、瀛湖、流水等 5 个万亩茶叶示范镇， 形成了“三
带两区”（环瀛湖茶叶产业带、县河———晏坝———双龙茶叶产
业带、大竹园———洪山———牛蹄茶叶产业带；牛山茶叶示范
区和凤凰山茶叶示范区）的茶叶产业发展格局。

好茶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也得益于茶人的不懈努力
和辛勤耕耘。 汉滨区对茶产业从种植、采摘到加工等全产
业链实施监管，在茶山上，不仅穿梭着茶农、茶商，也一定
少不了工作人员的身影。 他们指导、监督茶农规范种植，推
行生态种植和绿色防控， 同时稳步推进低产茶园改造，提
升茶园标准化管护水平，牢牢守住了全区茶叶质量安全的
底线。

冲上一杯香茗，茶香袅袅，细饮慢呷，茶香里不只有怡
人的香气，更饱含着汉滨区茶叶产业绿色生态发展背后的
质量把关。 全区 78 家加工企业实施规范化提升改造，规范

茶叶加工工艺、操作规程、采收管理、购销行为，茶叶品质
不断提升，为茶产业发展提供扎实的基础。 现在，二维码扫
一扫，茶叶产地环境、生产记录等，全部一目了然。 全区 38
户规模以上茶叶企业基本实现产品二维码扫描追溯，实现
“茶园”到“茶杯”可管控。

重视茶叶质量管控的同时，汉滨区还积极引导企业创
新研发茶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我
们每年 3 月 10 日左右开工， 早春平均每天收到鲜叶 800
到 1500 斤，制出干茶 200 到 300 斤，春茶采收 50 余吨，产
值可达 1600 万余元， 带动 1000 多人通过采茶增收 3000
至 5000 元。 ”安康市汉滨区德润天然富硒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陈同磊说。 2021 年，德润公司投产了“年产
400 吨富硒茶清洁化生产线”项目，这是目前陕南较大容量
的杀青生产线和炒干生产线之一， 可同时加工富硒绿茶、
红茶、白茶、黑毛茶等多品类茶，极大地丰富了安康富硒茶
品种及市场，也使茶叶加工温度控制更加精准，整体口感
进一步提升。

汉滨区蚕茶果技术中心研究员陈恒介绍， 近年来，通
过推广先进茶叶加工机械装备、推进农机农艺融合、提升
社会化服务水平等途径，全区茶产业“机器换人”跑出加速
度，名优茶加工、茶园修剪管护、机械化率不断提升。

汉滨区按照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加快富硒茶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要求，先后制定了《汉滨区关于加快富硒茶产
业发展的实施办法》《汉滨区富硒茶产业创新行动计划》
《汉滨区富硒茶产业追赶超越实施方案》，并制定了《汉滨
区“十四五”茶产业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 按照各部
门任务分工，整合发改、财政、扶贫、农业、林业、水利、移民
等各有关部门涉茶、涉农项目资金，捆绑使用支持标准化
茶园建设及管理、低产茶园改造升级、生态茶旅项目建设、
茶叶加工厂建设、茶企各项质量认证、营销体系建设等环
节，合力推动汉滨生态富硒茶产业跨越式发展。

2022 年，汉滨区建成安康富硒茶城，20 多家区内茶企
成功入驻运营， 省内外开设汉滨富硒茶专营店 100 余家。
成功举办“3·17 春茶开园”和“9·28 农民丰收节大型公益
网络直播带货活动”，实现汉滨富硒茶产销两旺。 2023 年，
成功组织和举办了 “西安·安康区域对口帮扶暨高质量发
展合作行动之———相约古城西安·品茗陕茶一号” 春茶开
园主题活动、西安茶博会展示展销、陕西茶行业“十佳”评
选、手工制茶技能大赛、国家茶日品鉴活动、第十届中国西
部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五届丝路陕茶文化推广周“安康
富硒茶·陕茶一号”专场推介会，受到爱茶人士和省市区领
导高度评价，有效提升了“安康富硒茶·陕茶一号”的品牌
知名度，为汉滨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
至目前，汉滨区茶叶产业共带动农户 42860 户，带动农户
年均增收 6300 元。

强品牌 打造绿色品牌提升竞争力

品牌是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提升茶产业市场竞争力的
有效法宝。 过去，汉滨区茶企各自为战，茶叶品牌众多，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市场影响力。 从养在深闺无人

识到享誉国内天下知，汉滨茶叶走过的是一条不寻常的嬗
变之路。

近十年来，汉滨每年除了在本地举办各类茶叶推介活
动外，还在西安、武汉、广州、新疆、上海等地举办大型“陕
茶一号”茶叶展示推介活动；积极参与国内的茶文化节、中
博会、交易会；通过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多形式、广视
角、全方位地展示汉滨区优越生态环境和“陕茶一号”茶叶
独特风味，推介一批强势品牌，树立“陕茶一号”茶叶“安
全、绿色、健康”形象。

诚如汉滨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大林所说：“汉滨区在不
断推介‘陕茶一号’茶树品种、提升茶叶质量的同时，还积
极加大对茶叶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通过宣传展销、专场
推介、项目招商、茶文化展演和参加名优茶评选等国内外
宣传推介和茶事活动，多层次、多视角宣传推广。 ”

2022 年 10 月，“陕茶一号”系列地方标准发布，标志着
安康富硒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仅为
“陕茶一号”的种植、生产、加工提供了综合性的技术规程，
实现管理有标准、过程可追溯、质量可监控，更为助推全区
乃至全市茶叶产量、品质“双提升”，为加快安康富硒茶产
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汉滨区坚持走市场化的发展路子， 整合各方力量，统
筹推进茶叶市场建设，加快茶叶品牌整合推广和知名品牌
培育，成立了汉滨区茶叶产业协会， 打造以“陕茶一号”为
主具有汉滨特色的“安康富硒茶”，已授权 38 家企业使用
“安康富硒茶”地理标志证明，茶叶绿色、有机认证产品 18
个，先后组织多家茶叶加工企业参加各类推介会、茶博会，
多次在国家及省级评比中获奖，极大地提高了汉滨茶业知
名度和影响力。

去年暑期，到汉滨区大竹园镇东旭茶庄进行研学的学
生一波接一波。 东旭茶庄是省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在这
里不仅可以体验采茶制茶，还能充分了解茶文化。 东旭茶
庄负责人单林江告诉笔者，他们在原有的茶园基础上扩大
经营范围及规模，建设了网红桥、彩虹滑道等娱乐设施，让
园区成为四季有花、茶花飘香、茶旅融合的生态观光农业
示范园项目，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在流水、双龙、瀛湖等镇，一个个茶旅融合项目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近年来，汉滨区立
足富硒资源和“陕茶一号”品种优势，将茶产业发展与旅游
观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种茶、采茶、制茶、品茶、旅游观
光、 休闲游乐为一体的茶旅融合一体化循环发展之路，全
区茶旅融合产业已成为助农增收、助推全域旅游、促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到 2025 年，力争全区茶叶总面积达到 22 万亩、茶叶
年产量达到 1 万吨，让茶叶真正成为‘富民之叶’‘强区之
叶’。 ”面对未来，吴大林信心满满。如今，安康富硒茶“陕茶
一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汉滨区对外开放“金名片”。 从茶
叶到茶业，从一产向二产、三产延伸，汉滨区“陕茶一号”茶
产业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未来，汉滨区将继
续全力做好做足“茶”文章，不断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为乡村振兴发力赋能。

（本版图片由汉滨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从 富 民 之 计 到 强 区 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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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品鉴选购“陕茶一号”富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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