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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下午， 位于平利县广佛镇广佛村
的陕西井泉茶业加工车间内， 大宗茶智能化生
产线正在快速运转， 馥郁的茶香弥漫着整个车
间，机采后的叶片经过杀青、揉捻、烘干、回潮、
炒干、紧条等工序，“一气呵成”被制成干茶。

陕茶振兴，平利引领。 近年来，平利全力发
展首位产业， 建设陕茶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今
年，平利县委、县政府致力于茶叶全资源综合利
用，围绕夏秋茶生产强举措、出实招，推进茶产
业延链补链，亩均效益大幅提高，带农增收显著
增强，达到夏秋也能用、叶叶能赚钱，真正实现
了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延链补链资源全利用

名曰大宗茶，制茶技术却不“大宗”。 以前靠
手感和经验做茶，现在靠“数字科技”来做茶，整
个过程都由机器精准控制时间和温度等， 通过
在制茶设备中加装信息模块对设备数据进行采
集，记录下每一道工序中的温度、时间、进叶量，
实现实时记录各项工艺参数以及各项工艺上的
无缝衔接，使茶叶加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智
能化。

陕西井泉茶业广佛镇生产车间技术负责人
卢小辉介绍说：“这个生产车间 6 月初开始生产
运营，目前每天加工制作鲜叶 1 万余斤，如果整
个生产线满负荷生产， 最多可以日处理鲜叶 5
万斤。 ”

同日， 位于平利县洛河镇洛河街村的陕西
井泉茶业日加工 4 万斤的大宗茶智能化生产线
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再有 20 天
左右的时间，生产线就能正式投用了，刚好是夏
茶采摘的高峰时期。 ”洛河镇人大主席刘涛介绍
道，这条生产线能让附近 4000 余亩茶园的夏秋
茶得到就近高效利用。

今年 3 月， 平利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小分
队精准招商， 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辰龙茶叶
公司开展合作，成立陕西井泉茶业有限公司，签
订年产 1 万吨工业原料茶 （出口） 招商引资协
议。 除了位于广佛镇、洛河镇的大宗茶智能化生
产线外， 该公司还在长安富硒食品产业园里投
资建设茶叶筛选精制车间， 目前设备安装已经

完成，正在调试之中。
技术人员指着茶叶筛选设备介绍说， 设备

筛选与人工挑选相比，具有省工、省时、效率高、
加工成本低等特点。 初制茶从顶部的料斗进入
机器，通过振动沿通道下滑，加速下落进入分选
室内的观察区，在光源的作用下，根据光的强弱
及颜色变化，最终筛选为粗叶片、细叶片、茶杆
儿、杂叶片和茶粉末等类型。

除了引进的井泉茶业有限公司， 三阳镇翠
茗涧茶业公司、 大贵镇秦巴公司投资建设的智
能化初制茶生产线部分设备已经到位， 月底前
安装调试完成。 八仙云雾茶业公司 500 吨饮料
茶生产线厂房主体完工，加工设备完成定制。 一
茗公司富硒黑茶、圣泰公司初制红茶、田珍公司
原料茶生产开足马力，近年来投入建设的 36 条
自动化生产线运行平稳。

科学管护机采提效能

6 月 16 日，经过前一天的降雨，难耐的酷热
消退了下来， 平利县广佛镇广佛村柳树庄的茶
山显得格外翠绿。 年近 70 岁的李强芝正忙着除
草、施肥等茶园管护工作，手脚丝毫不逊色于青
壮劳力。 “年纪大了，以前夏秋天除了种点庄稼
蔬菜，现在还能在茶园里挣钱呢。 ”李强芝边忙
边说。

“茶树长势良好，茶带齐整成行，才能便于
机采操作。 夏秋茶生产在实现资源利用、企业增
收、农户就业的同时，也促进了茶园的科学化、
规范化管护。 ”平利县茶叶和绞股蓝发展中心研
究员刘涛说，茶园经过精心管护，成为增收园、
致富园，更成为靓丽乡村的风景线。

围绕夏秋茶生产，平利把茶园标准化、宜机
化管护作为整个生产环节的关键抓实抓牢。 截
至 6 月上旬， 全县夏季茶园管护修剪到位 85%
以上 ， 施肥到位 55%以上 ， 病虫害统防到位
65%，完成进度和成效明显优于往年。 广佛镇安
排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对核心园区进行修剪、施
肥、采收，为夏秋茶生产提供了基础保障，并充
分发动群众对分散茶园加强管护。

“我们还跨镇在城关镇龙头村承接托管了
260 亩茶园，用工 60 人左右，负责茶园的专业化

管护。 ”平利县广佛乡村建设服务公司党支部书
记汪显利说。

平利充分发挥乡村建设服务公司的作用，
逐步优化产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 目前，广佛、
长安、八仙等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主动作为，积
极开展茶园管护、机械化采摘等社会化服务，有
效解决了分散农户茶园管护不标准、 不到位和
采摘效率低等问题。

“到了 7 月中旬左右 ， 机采达到高峰期 ，
我们每天组织的机采工人能达到 80 人左右 ，
每天采摘的鲜叶量能达到 3 万斤。 ”平利县长
安众易乡村建设服务公司负责人周培兵充满
信心。 公司在采摘之前，组织开展专业技术培
训 ，科学掌握机采技术 ，保证作业安全 ，提高
采摘效率。

科技赋能产品新矩阵

在生产大宗茶的同时，平利通过科技赋能，
研发新产品进一步促进夏秋茶资源的 “物尽其
用”，提升利用水平，实现转型升级。

走进位于长安镇高原村一茗茶业有限公司
的厂区内，绿意葱茏、鲜花繁茂，阵阵茶香氤氲，
沁人心脾。 通过车间外观光通道的玻璃往里看，
整个生产车间里仍是一片忙碌景象， 工人们正
加紧压制茶饼、茶砖。 公司通过多次试验，率先
突破了“冠突散囊菌”在陕南地区的培育难题，
研发出的“叶叶金花”富硒茯茶产品荣获农高会
“后稷奖”、 农业农村部产品质量中心 “名特优
新”产品等。 既有色香味，又有古文化，公司负责
人宋小红介绍，公司用科技赋能传统产业，进一
步丰富了陕南富硒茯茶的产品业态， 同时赋予
茯茶天然富硒的新概念和新亮点， 系列产品不
仅占据了足够大的行业份额， 还远销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年初，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2023
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其中，由安
康市政府提名、 平利县一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牵头完成的 “富硒茯茶新产品研发及关键技术
集成”项目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富硒茯茶新产品研发及关键技术集成”项
目围绕富硒茯茶的关键技术环节， 以稳硒技术
把控为突破口，通过标准化种植管护、茶园配方
施肥、茶叶加工工艺及设备改进等技术研究，对
茶园、工艺的监控，把硒元素稳定在 0.26 以上，
制定起草发布相关标准 3 项， 此项技术可有效

解决陕南夏茶秋茶的利
用问题， 从而大大提高
茶园的经济效益。 公司
先后被授予 “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平利
县茯茶生产基地”“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和“全国农产品
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试点单位”。

“碧波荡漾一抹香，
书影摇晃醉未尝。 轻啜
半盏甘若露， 俯首叹觉
韶光长。 ”撕开一袋茶粉
倒进杯中， 用热水轻轻
一冲，无需复杂的泡制，
便可得到一杯浓郁的茶
汤，汤色澄净无残渣，口
感甘醇鲜爽， 圣泰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
方便时尚的“现代范儿”
改变了传统饮茶的体验
方式。

公司在兴隆镇建立
了初加工生产线， 现拥
有基地 1800 亩 ，带动兴
隆镇发展茶园 6000 余
亩，每年收购县内广佛、
西河、 大贵等镇的夏秋
茶鲜叶近 300 吨。

2023 年， 在第一届
陕西省秦创原博士后创
新创业大赛中， 由圣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西
北大学联合申报的项目“有茯同享”———创新性
茯茶深加工产业链项目在本次大赛中荣获优胜
奖。 项目立足于夏秋茶资源转化利用率不足和
茶叶产品消费端创新性较弱的产业瓶颈问题，
采用精深加工、 综合加工和循环加工的科技赋
能形式，从供给侧延长茶叶产业链，提升茶叶产
业资源的附加值。 同时在消费端充分探索和挖
掘消费者对于新式茶饮的消费诉求，从健康、口
味和便捷消费形式等方面， 丰富陕茶产品矩阵
在消费端的竞争力。

夏秋片片叶，亦成杯中茗。 今年，平利安排
资金 1350 万元，用于茶园管护提效、夏秋茶生

产和出口支持， 并对当年投资建设的智能化生
产线每条安排项目资金 100 万元， 为补齐夏秋
茶生产短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平利县茶叶和
绞股蓝发展中心主任马云璞表示， 夏秋茶预计
亩增产鲜叶 1000 斤左右 ， 增收 1200 至 1500
元。 今年全县预计生产加工 3500 吨夏秋茶，产
值将达到 8000 万元以上。

“要研究制定夏秋茶采摘加工技术标准，严
把施肥、采收、加工、检测等质量关口，建设认证
一批绿色茶园、有机茶园，保护、巩固和提升平
利茶品质美誉度。 ”平利县委书记杨军在全县夏
秋茶开发利用座谈会上说道。

近期，北方高温持续发展，南方强降雨不
断。 进入夏季，天气仿佛变得更加剧烈。 今年夏
天极端高温和降水会不会更加频繁？ 气候形势
到底如何？

据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研
究员翟建青介绍，6 月 9 日以来华北东南部、黄
淮等地出现高温天气过程，河北、山东、天津等
地共有 42 个国家气象站达到极端高温阈值，86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过 40℃，高温影响
面积约 50 万平方公里 ， 影响人口约 2.9 亿
人。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 近年我国高温
天气呈现出首发日期提前、 发生频次增加、累
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强度增强的
特点。 ”国家气候中心服务室副主任李修仓说。

数据显示，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首次发
生时间以每 10 年 2.5 天的速率在提前。1981 年
至 1990 年，每年高温天气过程平均最早发生在
6 月 24 日，2023 年则提前到了 5 月 28 日，比常
年偏早 16 天。 同时，全国区域高温过程累计日
数呈显著增多趋势， 平均每 10 年增加 4.8 天，
高温的平均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为何高温越来越强烈？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表示，全
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平均温度升高，高温天
气也趋于频繁，极端高温事件增多增强或已成
为新常态。 此外，自 2023 年 5 月开始的厄尔尼
诺事件已趋于结束， 但其滞后影响仍将持续，
并且大概率在 2024 年夏季转变成拉尼娜事件。
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影响
全球大气环流，并导致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
地气候异常。

而阶段性大气环流异常是区域高温天气
形成的直接原因，我国东部地区高温主要受到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暖高压共同影
响。 在暖高压控制的地区盛行下沉气流，天空

晴朗少云，不易成云致雨，太阳辐射强，近地面
加热强烈， 在高压系统异常强大且稳定维持的
条件下，极易形成持续性高温天气。

今年夏季我国高温天气是否会更加
突出？

“今年夏季高温过程多，持续的高温天气频
繁，预计长江流域的高温强度低于 2022 年。 ”郑
志海说， 今年高温天气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
征，6 月主要是华北、 黄淮等地高温日数多、强
度强，盛夏（7 月至 8 月）则主要在江南、华南等
地。

今年 4 月华南前汛期开启后， 发生多次强
降水过程，华南区域 4 月 4 日至 6 月 11 日累计
降水量为 1961 年以来历史最多。 当前，我国已
全面进入汛期，夏季降水是否会持续偏多？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6 月至 8
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涝重于旱，东部季
风区降水总体偏多， 区域性和阶段性洪涝灾害
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局地发生极端性
强降水的可能性较大。

专家表示， 今夏气候受到赤道中东太平洋
由厄尔尼诺向拉尼娜转换影响， 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偏强，副高外围水汽输送条件好，东部季
风区降水总体偏多的可能性大。此外，我国气候
异常还会受到其他海区（如印度洋、大西洋等）
海温变化，以及积雪、极冰等其他因素影响，这
些因素在未来夏季的演变及其气候影响仍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频发， 翟建青建议相关
部门做好高温中暑防御及卫生防疫工作， 尤其
是针对独居老人、长期慢性病患者、降温设施不
足的低收入家庭和户外作业人员。 同时加强科
学调度，保障生活生产用电，确保人畜饮用水和
生产用水等。 此外，6 月 13 日起南方将出现新
一轮暴雨，降雨区域和前期高度重叠，专家提醒
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夏夏秋秋茶茶变变成成““金金叶叶子子””
记者 田丕 通讯员 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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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利利加加大大夏夏秋秋茶茶管管护护和和利利用用工工作作力力度度

6 月 18 日，汉滨区在关庙镇铁路小学
为 10 名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人及家属集
中送喜报， 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培
养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图为铁路小学
少先队员代表为立功军人献礼。

汪海玉 摄

近日，安康汉江水上应急救援队走进汉滨区五星小学和培新小学分校，
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救援队队员用生动有趣、简
明易懂的方式, 向同学们讲解预防溺水的知识和常识并实地演示了心肺复
苏操作流程。 通过讲一堂课，手把手教的方式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让同学们
牢记预防溺水常识。

谢鹏 郑时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