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规划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
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茶产业

“五指山的早春茶被誉为‘华夏第一

早春茶’，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茶产

业，也是我们一直在重点推进的工作。”

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局和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五指山地区有着良好的气候环

境，利于茶叶的生长，但处于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茶叶种植面积

存在着上限。为此，五指山市编制了《五

指山市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

2025）》，明确了“小而美、小而精”的发展

定位，规划在2025年发展建成独具五指

山特色的茶旅胜地。

既然五指山的茶叶要走“精”的路

线，那就要注重茶叶的品质和口感，这背

后也少不了种茶、采茶到制茶工艺的进

步与创新。五指山的茶叶历史悠久，但

是茶园的管理方式，相比内地的茶园来

说较为粗放。部分茶树因为不合理的规

划种植、虫害症状等原因，影响了茶叶的

产量和品质，茶园管理技术急需改进。

五指山市决定提升茶园的管理水

平，打造绿色生态有机茶园。2024年五

指山市发布《五指山市2024年有机茶种

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围绕茶

叶绿色高质高效发展目标，邀请科研机

构和院校来到茶园里开展专业的茶叶、

茶园管理培训，示范推广良种良苗、土壤

改良、绿色防控、农业新技术等种植技

术，建设250亩以上有机茶园，目前五指

山获得有机认证的茶叶企业有3家。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有机

认证是为了提高茶叶品质和茶叶附加值

的关键。当前，正在谋划五指山地区的大

叶茶种植全域有机化，提升茶叶经济效益

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开展野生茶树普查
为茶叶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在过去，由于当地人未合理地开发

利用古茶树，加上对古茶树保护的意识

不足，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法律法规，

导致古茶树资源受到侵害。

2024年5月，海南大叶茶遗传资源多

样性研究和基因组辅助育种技术开发成

果发布会在海南省五指山市举行。云南

大学的盛军教授介绍，海南大叶茶有着

不同于传统栽培茶大叶种茶和小叶种茶

的遗传背景，是一种被证实和发现的新

山茶属物种。除此之外，古茶树保存了

茶树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

于茶树品种的选育具有重要作用。

那要如何保护五指山的古茶树？云

南的古茶树保护经验，给五指山地区的

古茶树保护提供了借鉴。

在云南地区，保存着众多珍贵的古

茶树资源。为了保护古茶树，云南地区

曾开展了多次古茶树资源普查工作，摸

清了古茶树资源的分布情况，并建立了

古茶树资源档案库，为古茶树的保护提

供了相关的科学依据。

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保护古茶树和野生茶树，五

指山市委托专业的科研机构开展五指山

地区的野生茶树资源普查，调查五指山

市野生茶树种质资源分布现状、面积、数

量、生境状况等，掌握五指山市野生茶树

资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开设长期固定

监测样点，同时，建立五指山市野生茶树

资源信息数据库，为以后建立健全的保

护体系和茶产业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目前，已普查到五指山大叶

茶野生茶树4600余棵，其中百年以上树

龄的古茶树200余棵。

建立茶叶团体标准和溯源
做高品质的茶

“五指山的茶叶生长的环境十分优

越，制作的干茶品质也好，但是在市场上

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普洱、铁观音等知名

的茶叶。”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的

相关负责人说，为了推广五指山大叶茶文

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五指山大叶茶，

五指山市制定了《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

红茶》《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绿茶》《五

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白茶》三项团体标

准和标识，规范茶叶产品生产标准。

“有了标准认证，茶叶的品质得到了

保障，不仅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还

有助于五指山茶叶未来在国际市场上获

得更广泛的认可。”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

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说。

有了茶叶团体标准，那如何认证和

监管？

五指山市通过“信用”赋能茶叶，打

造“信用+茶叶监管+溯源”场景应用。在

2024年5月，五指山市营商环境和投资贸

易促进局宣布茶叶信用场景“信用码”和

“产地码”正式投入使用。

五指山市营商环境和投资贸易促进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数字化的手段

建立茶叶产地信息档案，以茶企信用为

基础，给茶企实施分级分类监管体系。

同时，结合茶企的茶叶种植情况，实施产

地码的溯源。消费者在购买茶叶时，扫

码即可查看茶叶生产地信息，核对产地

信息真实性。

茶旅融合促进产业升级
以茶叶为依托延伸茶产业链

“茶的香味很浓郁，还有点木炭烤过

的烟熏味，口感醇厚，风味十足。”2024年

12月31日，从三亚驱车来毛纳村游玩的

陈先生在和茹手工茶坊嚼了一口五指山

大叶茶，脸上露出又意外又惊喜的表

情。随后在茶坊主人王菊茹的引荐下，

买了2包茶叶回去给朋友作为伴手礼。

毛纳村是个在五指山脚下的黎族村

寨，过去穷得只剩下山和水，如今在政府

的扶持和村民的努力下，大力发展茶产

业，种植茶叶600亩，通过“政府+企业+

村企”的合作模式，完善村子的基础设

施，将茶产业、民族文化、旅游业融合，以

手工制茶、歌舞表演、民族文化等方式吸

引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成为茶旅融合的

典范之一。

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下，水满乡满

山的茶园都在积极探索茶旅融合发展的

模式。

离毛纳村2.74公里的方龙村，鹦哥景

红生态茶园种植着约648亩的有机茶。

茶园依茶山而建，注重茶园观光功能的

开发，游客可以沿着栈道，在茶园中欣赏

美丽的自然风光，亲手体验茶叶采摘、杀

青、揉捻成型等流程，感受茶文化的独特

魅力。水满乡的新村也在积极探索茶旅

融合的发展途径，通过茶旅融合给予茶

产业附加值。

以茶促产，茶旅融合，正在给五指山

市茶产业的发展给予无限可能。

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五指山以茶叶为依

托，延伸茶产业链，打造一批茶博物馆、

茶加工体验区、茶文化休闲区、茶产品展

销区等综合体，借助“茶文化+旅游”的融

合发展，让茶文化与旅游资源形成良性

互动，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许

多村民通过参与茶旅融合项目，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下一步，将以水满乡为核心区域，联合

企业一同打造水满河两岸的水满茶综合

体，进一步推动茶叶产业与乡村旅游、

文化、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

高五指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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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茶叶泡出大市场小茶叶泡出大市场
五指山茶产业年产值突破2个亿

毛纳村的村民在家毛纳村的村民在家
门口开上了农家乐门口开上了农家乐。。

绿水环绕的宝山竹屋绿水环绕的宝山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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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后，五指山的大叶茶芽尖在晨光中闪烁着剔透的光泽，
黎族苗族同胞陆续在茶园里修剪茶枝、采摘茶芽、清洁茶坊，准备
新一年的早春茶上市。

《五指山市志》记载，五指山大叶茶于1958年开始人工种植，
但面积不大，处于粗养野放的状态。在2001年-2009年开始扩大
规模种植，逐渐形成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

如今，茶叶种植面积已超1.5万亩，茶产业年总产值突破2亿
元。其背后原因得益于五指山地区的自然禀赋、政策扶持、产业升
级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为五指山的茶叶产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国都市报记者余育桑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