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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
议，将每年 5 月 21 日定为“国际茶
日”，这一由中国、印度、斯里兰卡等
产茶国联合倡议、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导
设立的国际性节日，旨在通过茶这一跨
越国界的饮品，凝聚全球共识，推动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际茶日”的设立，对各产茶国
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都有深刻意
义。在经济层面，“国际茶日”聚焦茶

产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尤其关注小农户与茶农的生计改善，通过
倡导公平贸易机制、技术援助与市场准入
支持，助力茶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与市场波
动挑战，为全球减贫事业注入动力；在
社会层面，节日强调保障茶农权益，特
别是提升女性在产业链中的参与度与话
语权，同时向公众普及茶的健康价值与
文化内涵，倡导饮茶文化对人类福祉的
贡献；在环境层面，“国际茶日”呼吁

推广生态种植模式，减少农药使用，保
护茶园生物多样性，将茶园打造为碳中
和的重要载体；在文化层面，则通过茶
艺展示、传统工艺交流等活动，搭建跨
文明对话平台，弘扬各国茶文化精髓，
促进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作为全球茶产业链联动的纽带，“国
际茶日”不仅串联起 60余个产茶国数百
万茶农的生计，更成为应对气候变化、
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关键倡议。它推动

国际社会关注茶产业的可持续转型，例
如通过政策倡导改善茶农劳动条件，借
助行业论坛共享智慧农业技术，以文化
推广增强消费者对公平贸易产品的认
知。这一节日的设立，标志着茶从传统
农产品升华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在
联合国多边合作框架下，为构建包容性
增长、生态友好与文化共荣的未来贡献
独特力量。

5月21日“国际茶日”：以茶为媒，共绘可持续发展蓝图

日前，2025“欢喜奉礼”杯奉化曲
毫品鉴暨“奉茶杯”名优茶推选活动顺
利举行。活动汇聚我区多家茶企选送的
精品茶样，全方位展示奉化曲毫、白茶

“蟠曲紧结、绿翠显毫”的独特品质，不
仅为优质茶品搭建展示舞台，还评选出
年度名优茶榜单。

◇曲毫品类获奖名单：
一等奖：宁波市奉化区南山茶场
二等奖：宁波市奉化区西坞笔峰山茶场
三等奖：宁波市奉化区一茗茶业有限公司

宁波健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白茶品类获奖名单：
一等奖：宁波市奉化区山川茶场

二等奖：宁波凤雁茶业有限公司
三等奖：宁波市奉化粱辉农场

宁波奉化裘村蟠龙茶场
◇红茶品类获奖名单：
一等奖：宁波市奉化雨易茶场
二等奖：宁波奉化久峰茶场

中国是茶的故乡，亦是茶文化的发
源地。五千年前，神农氏尝百草时便与
茶结缘；三千年前，周人以茶入礼，开启
其文化象征的历程；两千年前，茶从巴蜀
之地沿长江流域传播，最终成为贯通陆

海丝绸之路的“东方神叶”。从“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市井烟火，到“琴棋书画诗酒茶”
的雅致情怀，茶早已超越饮品范畴，化作中
华文明的精神符号。

一叶见万象：茶类的自然哲学
中国茶依据发酵程度与工艺差异，演

化出六大类茶系：绿茶清汤绿叶，以西湖龙
井的“豆香鲜爽”展现江南灵秀；红茶红汤
红叶，祁门红茶的“祁门香”如花似蜜；乌龙
茶半发酵，武夷岩茶的“岩骨花香”蕴含山
水意境；白茶不炒不揉，白毫银针的“毫香
蜜韵”尽显天然本真；黑茶后发酵，普洱茶
的“陈香醇厚”见证时光沉淀。每种茶类都
是地域风土与人文智慧的结晶，正如大堰
白茶对海拔 500米山地的生态坚守，或奉
化曲毫以专利工艺塑造的“蟠曲紧结”形
态，皆诠释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匠心承古法：制茶工艺的活态传承

从采摘到成品，一片茶叶需历经数十
道工序的雕琢。大堰白茶的“复合式烘炒”
专利工艺，通过精准控温将鲜叶中的氨基
酸锁定；雨易红茶的“三揉九烘”古法，赋予
茶汤“金圈挂壁”的视觉美感。这些技艺既
是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亦是非遗传承的

生动实践。当代茶人更以科技创新赋能传
统工艺，如数字茶园通过5G物联网监测温
湿度，生物防治技术替代化学农药，让千年
茶树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生。

茶和天下：文化交流的东方使者
茶马古道的驼铃声中，茶砖曾是边疆

稳定的经济纽带；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船上，
茶箱承载着东西方文明对话的使命。如
今，“国际茶日”的设立，让茶成为联合国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语言。从日本茶道
的“和敬清寂”，到英国下午茶的优雅仪轨，
茶文化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内涵。正如奉化
茶产业通过“茶旅融合”打造体验经济，让
世界看见中国茶的现代转型——既可品鉴

“花香馥郁、蜜香悠长”的滋味美学，亦能感
受“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的共富哲学。

茶，是写在山水间的文化密码，是融于
血脉的精神基因。从古法技艺的坚守到数
字时代的创新，从市井生活的日常到国际
舞台的焦点，中国茶文化正以“和而不同”
的姿态，续写着“茶和天下”的新篇章。

茶韵千年：中国茶文化的传承与新生

2025“欢喜奉礼”杯奉化曲毫品鉴暨“奉茶杯”名优茶推选活动

“来来来，喫茶、喫茶！”暮
春的雨丝在青石巷编织着薄纱，
茶室门前的竹帘被浸润得发亮。
陶壶在炉上咕嘟作响，茶烟袅袅
升起，在雕花木梁间缠绕成云
雾。穿月白苎麻衫的茶艺师将青
瓷盏推至客人面前，茶汤在盏中
旋出琥珀色的漩涡，惊得檐下避
雨的麻雀扑棱棱飞起，又落在攀
满凌霄花的窗棂上歪头张望。这
样的场景，只有在江南的茶馆才
能得见。

在本地，“喫”字是时光的
琥珀。甲骨文中的“喫”如口含
嘉禾，本义为言语滞涩，却在茶
事中化作了最鲜活的动词。唐人
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记下禅
宗公案：赵州和尚对求道者只道

“吃茶去”，三字如当头棒喝，叩
开多少迷障。陆羽在《茶经》中
用“啜”写品茗，用“漱”写饮
茶，却将“喫”字留给了最本真
的茶事——那是元稹笔下“喫茶
解酒”的市井烟火，是白居易

“无由持一碗”的文人风骨，更
是临安城茶肆里“冬月添卖七宝
擂茶”的众生平等。

茶烟起处，山河不同味。奉
化曲毫外形紧结卷曲，色泽绿润
显毫，冲泡后，香气清高持久，
滋味鲜爽浓醇，汤色嫩绿明亮，
叶底嫩绿成朵。品上一口，仿佛
置身于奉化的青山绿水之间，感
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大堰镇是大
堰白茶的产地，这里山清水秀，
环境优美，有着“天然氧吧”的
美誉。大堰白茶生长在海拔较高
的山区，那里昼夜温差大，云雾
弥漫，使得茶叶中的氨基酸含量
极高，口感鲜爽甘醇。大堰白
茶外形挺直略扁，色泽翠绿，
白毫显露，汤色清澈明亮，滋
味鲜爽甘醇，香气清新淡雅。
品饮大堰白茶，就像聆听一个古老的故事，
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传承。

雪窦山是弥勒佛的道场，这里的弥勒文化
源远流长。弥勒红茶又别具风味。弥勒红茶汤
色红艳明亮，香气浓郁持久，滋味醇厚甘甜，
品上一口，仿佛能感受到弥勒佛的宽容和慈
悲，让人内心平静。然而，无论哪种茶叶，“喫
茶、喫茶”的热情依旧未散。

对我们而言，“喫茶去”，这三个字，是邀
请，是呼唤，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这快节
奏的生活中，不妨放慢脚步，坐下来，泡上一
壶茶，细细品味其中的滋味，感受那来自奉化
山水的馈赠，感受那悠久的茶文化带来的宁静
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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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曲毫：千年茶韵焕新彩 一叶曲毫兴四方
奉化曲毫，这个以奉化为名的绿茶

迄今已有千年历史。如今，在奉化区的
大力推广下，这片茶叶正演绎着传统产
业现代化的生动实践。2025 年，奉化
曲毫以2.15万亩生态茶园为纸，以科技
创新为墨，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落下浓
墨重彩的印记。这片曾获宋理宗御笔题
赞的“应梦名山”佳茗，正通过茶旅融
合项目、欧盟认证体系、海外营销中心
等新引擎，将千年禅茶文化转化为乡村
振兴的绿色动能。

千年文脉滋养奉化曲毫绽放新韵
千年茶文化精髓的绿茶，正以崭新

的姿态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传奇。从
唐宋御茶的皇家基因到现代科技创新的
赋能，从雪窦山禅茶文化的发源地到都
市茶文化标杆的蜕变，奉化曲毫的故
事，是一曲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华章。

奉化产茶的历史可追溯至盛唐时
期。据《奉化市志》记载，四明山区
在唐代便已形成规模化茶园，茶圣陆

羽在《茶经》中盛赞“四明有大茗”，

为这片土地奠定了千年茶韵的基石。

而真正让奉化茶声名远扬的，是北宋

景佑四年那场跨越时空的“应梦名

山”佳话。宋仁宗赵祯梦游雪窦山

后，御赐龙茶三百片，敕令在雪窦寺

培植。这道圣旨不仅让雪窦山成为禅

茶文化圣地，更开启了奉化曲毫作为

皇家贡茶的辉煌历程。南宋淳佑五

年，宋理宗追书“应梦名山”四字，

住持广闻禅师在 《御书亭应梦名山

记》中留下“荼荠不同亩，曲毫幽而

独芳”的千古名句，精准概括了曲毫

茶超凡脱俗的品质特征。自此，雪窦

山禅茶文化与皇家贡茶身份交相辉

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这种文

化积淀，如同四明山的云雾，千年不

散，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茶人。

科技赋能创新重塑经典茶形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奉化茶人踏上了

一条充满挑战的复兴之路。面对传统工
艺失传、茶园荒废的困境，他们以“无
性系多毫良种”为突破口，在蟠曲工艺
上实现了三大革新：首创“复合式烘
炒”定型法，独创“回潮提香”工艺，
研发出智能化控温炒制系统。这些创新
让奉化曲毫重现“肥壮蟠曲、满披白
毫”的经典形态，更赋予其“遇水化
龙”的神奇韵味——冲泡时茶叶如游龙
般舒展，茶汤清澈透绿，栗香、清香、
花香三重香型交替呈现，氨基酸含量高
达 4.1%，远超普通绿茶。这种对工艺
的极致追求，让奉化曲毫在品质上实现
了跨越式提升。创新成果迅速获得业界
认可：从浙江省名茶证书到首届世界绿
茶大会最高金奖，从中茶杯特等奖到国
际名茶金奖，奉化曲毫用 40余项国内
外大奖证明其品质实力。2017年获得

“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
2019年“雪窦山”商标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2021年荣获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标志着其完成从地
方名茶到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华丽蜕
变。这一系列荣誉，不仅是对奉化曲毫品
质的肯定，更是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可。

目前，奉化曲毫已形成“两轴三
区”产业布局：以雪窦山为核心的生态
种植轴，串联起尚田、大堰、溪口等六
大主产区，茶园面积达2.15万亩，年产
量突破163吨，年产值1.21亿元。在这
片土地上，茶农们通过“公司+合作
社+基地”模式实现增收致富，曲毫茶
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这种产
业模式的创新，不仅提高了茶农的收
入，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产业
链延伸方面，奉化走出 3条创新路径：
建成 8家茶书院、15家专卖店，打造

“茶艺培训+非遗体验+文化展陈”综合
体，让茶文化走进机关、学校、社区、

企业、家庭；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完
成茶园良种化改造、智能加工设备升级，
标准化生产覆盖率超80%；开发“禅茶体
验游”“采茶制茶亲子游”等项目，带动
茶园风情游年接待游客超 20万人次。这
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奉化曲毫的文化内
涵，也拓展了其市场空间。

全产业链构建茶旅融合品牌
在品牌建设上，奉化曲毫实施“三步

走”战略：以宁波为中心，构建“旗舰店+体
验店+专柜”立体网络，茶书院数量居宁波
名茶品牌首位；制定《奉化曲毫加工技术规
程》等5项团体标准，建立从茶园到茶杯的
质量追溯体系；产品远销欧美澳等 15国，
在德国设立欧洲营销中心，让东方禅茶文
化飘香海外。这种品牌战略，不仅提升了
奉化曲毫的市场竞争力，也推动了中国茶
文化的国际传播。正如浙江大学教授刘祖
生所言：“奉化曲毫的复兴，是传统工艺与
现代科技的和鸣，是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
的典范。”从雪窦山的禅意云雾，到都市茶
空间的袅袅茶香，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正
以崭新的姿态讲述着中国茶文化的当代故
事，续写着“一叶兴百业”的乡村振兴传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奉化曲毫正谋划
“双百工程”：通过精深加工、茶衍生品开
发，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2亿元；在全国重
点城市打造 100家“曲毫生活馆”，让更多
人体验“一杯曲毫里的东方美学”。这种远
大的愿景，不仅展现了奉化曲毫的发展潜
力，也彰显了其文化自信。奉化曲毫的故
事，是一部关于传承与创新、文化与产业、
历史与未来的交响曲。它告诉我们，传统
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创新也不意味着抛
弃根基。只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
承，才能让千年茶韵焕发新的生机，让一片
叶子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多茗并秀茶韵飘香促乡村振兴

奉化曲毫蓬勃发展之际，大堰白茶等绿
茶也逐渐受到市场认可。大堰白茶产自宁
波奉化生态优越的温凉山地，严格采用一芽
一叶至一芽二叶初展标准，通过摊青、杀青、
揉捻、初烘、摊凉回潮、大小锅炒制及分筛足
烘等十余道工序精制而成。其独创的低温
复合式烘炒专利工艺，使干茶呈现蟠曲紧结
的独特造型，冲泡后汤色清翠明亮，清香四
溢，叶底玉白色中透出嫩绿叶脉，形成“活色
生香”的视觉与味觉双重体验，氨基酸含量
高达 9%的优异品质更赢得“中绿杯金奖”

“华茗杯金奖”等权威认证。
目前，全区白茶产业已形成规模化产业

格局，培育出三兴村、安岩村、桥棚村、山下
地村等多个白茶专业村，建立“公司+合作
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生态绿色栽培
管理与标准化生产全覆盖。该品牌旗下产
品畅销国内外市场，不仅在东北、西北市场
占有率突破 65%，更通过欧盟认证打开欧洲
市场，让这片生长于东海之滨的高山生态茶
叶，成为带动茶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的特色支柱产业。

此外，我区红茶的发展前景也十分广
阔。红茶外形条索细紧，芽尖显露，乌黑油
润显金毫，汤色红艳透亮，金黄镶金圈，花香
馥郁持久，略带蜜香，滋味浓厚醇爽，叶底乌
黑、嫩、亮。全区现有雨易红茶、弥勒红茶及
雪窦红等知名商标，产品先后夺得“明州仙
茗”杯红茶评比金奖组第一名、“浙茶杯”红
茶评比金奖组第一名、“中茶杯”全国红茶评
比一等奖、“国际名茶”评比金奖等荣誉，产品
享誉省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