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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度 浙江新闻名专栏

近年来，宁波茶产业一直在突
破传统种植加工的单一模式，持续
转型升级，向更高质量、更广领域
拓展。

先看新品种选育，它是产业根
基的重要体现。

通常情况下，茶叶按照色泽和
加工方法分为绿茶、红茶、黄茶、
白茶、青茶、黑茶六大类。但无论
哪种茶叶，其刚长出的幼苗大多是
绿色的。

1998 年，宁波彩色茶树种质
创新团队在余姚田螺山遗址附近，
偶然间发现自然变异的黄色茶芽。
后来，这种茶叶被命名为“黄金
芽”并进行规模化种植，逐渐引领
全国黄色茶产业化发展。

以“黄金芽”为起点，宁波在
过去 20 多年里，创制出由橙色、
紫色、黄色、黑色等颜色组成的数
千份彩色茶树种质；通过与浙江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
合作，选育出约 30 个新兴茶叶品
种。

如今，宁波育成的黄色茶新品
种在山东、海南等全国 20 多个省
份推广，累计种植面积 30 万亩，
年产值近 30 亿元；宁波黄金韵茶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350 亩茶园，成
为宁波彩色茶树种质资源库，其

“千秋墨”“虞舜红”等紫色茶产品
市场反响良好。

同时，宁波持续拓展茶产业版
图。针对市场消费变化，在巩固提

升名优绿茶优势的同时，扩大功夫
红茶生产，大力开发白茶、黑茶、
抹茶等花色茶类，打造以名优绿茶
为主导、多种茶类协同发展的好茶
产区。

例如，位于宁海县胡陈乡的宁
海国元茶叶有限公司，是一家兼具
碾茶与抹茶制作的高端有机抹茶生
产企业，集茶叶种植、生产、加工
和销售于一体。

近年来，该公司引进了杀青
机、增绿机等一批先进生产设备，
还建设了多条连续化加工生产线。

“我们的抹茶产品不仅在省内广受
欢迎，还出口到日本等国家。”该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公
司总产值达 1200 万元，同比增长
约 1 倍。

在技术创新与装备方面，宁波
不断加强茶叶新装备研发创制，自
主研发创制了电磁滚筒杀青机、开
放式连续回潮机、燃油式连续烘干
机等一批全国领先的茶叶连续化加
工设备，推进茶园管理机械化和茶
叶加工连续化、智能化。

另外，宁波还制定了《名优绿茶
生产技术规程》《宁波白茶生产技术
规程》等 6 个地方标准，形成了以地
方标准为主导、企业标准为补充的
茶叶标准化体系，持续推进高标准
生态茶园建设⋯⋯

通过走差异化道路，宁波茶产
业 正 逐 渐 实 现 “ 小 而 美 ”“ 精 而
特”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芯蕊 通讯员
毕夏） 随着 《千里江山图》 的画卷
在舞台上铺展开来，宁波文化广场
大剧院进入宋韵空间⋯⋯前晚，由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编导周莉
亚、韩真共同执导的舞蹈诗剧 《只
此青绿》 迎来 2025 年宁波首演。

从在央视春晚上“出圈”，到
全 球 巡 演 超 过 750 场 ， 舞 蹈 诗 剧

《只此青绿》 已然成为一部现象级
的艺术作品。

当晚，大幕垂落，又一次次拉
起。台下，掌声、欢呼声经久不
息，现场的观众仍旧沉浸在青绿山
水的古典意境中久久不愿离席。

全剧以“展卷、问篆、唱丝、
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等篇章
为纲目，观众跟随一位现代故宫研
究员——展卷人的视角，与这一国
宝文物深情对话。

舞剧淡化叙事，而是以音乐、
情感逻辑推进。剧中，展卷人因对

《千里江山图》 的潜心钻研，走入
了北宋著名画家王希孟的内心，伴
其历经了呕心沥血绘制 《千里江山

图》 的宝贵时光。
第五次“展卷”宁波，第三次亮

相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只此
青绿》之于宁波，是一次老友重逢。

2022 年 2 月，《只此青绿》 宁
波首演开票便创下纪录——两场演
出 2000 余席，开票仅 3 分钟即告售

罄，剧院紧急加场后再次秒光，只
能再度加场。4 天 5 场，5000 余个
座位，无一虚席。

2023 年 10 月，载誉重返宁波
文化广场大剧院，宁波观众对 《只
此青绿》 的热情依旧丝毫未减。

2023 年 与 2024 年 12 月 ，《只

此青绿》 连续两年登陆慈溪大剧
院，不少观众甚至提前半年抢票。

“今年官宣开票以来，《只此青
绿》 的关注度依旧很高。”宁波文
化广场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说，这也
可以看出宁波观众与这部舞蹈诗剧
的“双向奔赴”。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
余明霞） 在宁波舟山港穿山铁路
场站，龙门吊正在火车与集卡车
之间进行集装箱的装卸工作。

“场站共享、运营统一后，
穿山铁路场站在仅有 2 条整列装
卸线的条件下，每天最高装卸量
达 3200 标准箱，效率提升 100%
以上。”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部海铁联运中心有关负责人
说。

近日，在由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国家铁路局综合司、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联合
印发的 《关于学习借鉴集装箱多
式联运场站共享典型经验做法的
通 知 》 中 ， 这 项 “ 宁 波 经
验”——“宁波舟山港多式联运
堆场共享案例”成功入选。

记者了解到，按照传统模
式，铁路场站与港口码头“各自
为营”：铁路设置港前站，与码
头堆场物理分离。

集装箱经铁路运至港口，除
了需要办理进港预约手续，费时
费力外，还需要用社会集卡车进

行转运。
共享场站，则突破了“最后一

公里”的瓶颈制约。
在新模式下，无需多式联运中

转堆场，集装箱即可经铁路直接进
入共享堆场。铁路发运时，集装箱
直接从共享堆场转运装车，提高联
运组织效率，降低企业转运成本。

目前，宁波舟山港已拥有北
仑、穿山、镇海 3 个直通港区的铁
路场站。

3 个铁路场站内的装卸组织、
接发列车、货运组织等运营及安全
管理全部交由港口负责，减少铁路
与港口之间调车、装卸等环节的衔
接，实现了场站一体化运营。

通过实时共享多式联运运输
节点数据，宁波舟山港打破多式
联 运 路 港 信 息 隔 阂 ， 整 合 港 口 、
铁路场站、短驳车队、货运代理
等多式联运上下链条相关方的物
流信息，研发多式联运“铁路+港
口”生产组织、全链条可视化跟
踪、商务结算、智能查询等功能，
实现多式联运全流程信息化、可视
化。

共享场站
让海铁联运降本增效

本报讯（记者李睿清 通讯
员王嘉欢）“原本学校 7 月底才
能开学，没想到现在就能招生授
课 了 ， 这 比 我 预 想 的 快 了 2 个
月。”提起刚到手的营业执照，
宁波豪兴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
俞俊豪很是兴奋。

让俞俊豪大为称赞的，正是
象山县近日推出的民办职业培训
学校开办一件事改革。通过“一
窗通办”和“服务前移”，将原
本的审办流程缩短 45 天，精简
幅度达 30%。据悉，象山县是全
省首个落地该举措的地区。

记者了解到，以前若要开设
技能培训学校，创业者不仅得人
社、市场监管“两头跑”，提交
完材料后还要进行现场踏勘，若
出现问题，光整改最起码要半个
月时间。

现在，上门服务为创业者解
决了不少麻烦。“创业者只要打
个电话，我们就会上门指导学校

场地布置、设备采买等细节，避免
了因踏勘不合格导致的整改甚至场
地更换等问题，为他们节省时间和
创业成本。”象山县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互相授权，如今创
业者只需在政务服务中心递交材
料，即可完成两个部门的审批。

俞俊豪告诉记者，学校计划开
设电工、钳工、焊工三大工种的
培训课程，但每个工种所需的师
资、设备各不相同。“虽然我们前
期有查询资料，但若全部自己操
持，还真有些吃不准。多亏人社
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指导，我们才
在现场踏勘中一次达标。”他说，
如今学校已与周边多家企业完成对
接，计划本月开启钳工与焊工两个
培训课程。

将服务前置，节省开业时间，
不仅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更对
建 设 “30 分 钟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圈 ”、 扩 充 宁 波 技 能 人 才 队 伍 有
重要意义。

在省内率先落地

这项举措
让“开学”时间提早两个月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陈姣 林彬） 记者前天从鄞州区
东吴镇、鄞城集团获悉：天童风
景名胜区获得中国气象局颁发的

“中国天然氧吧”牌匾和证书。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

由中国气象局指导，旨在评选出
生态环境优良、空气质量优越、
负氧离子含量高、适宜生态旅游
和康养休闲的地区。

2024 年，天童风景名胜区
启动“中国天然氧吧”申报工
作，对区域气候资源及相关联的
生态环境宜居性等开展科学评
估，同时充分挖掘整合天童片区
环境资源、气候资源和独具特色
的国家森林资源。

据介绍，天童风景名胜区占

地 3.49 平方公里，东倚太白山，西
南傍东钱湖，北接阿育王寺。

该景区以寺庙、森林、奇石、
怪洞、云海、晚霞著称，形成古
刹、森林两大特色，既是游览胜
地，也是植物生态学的科普教育基
地。

在这里，可以欣赏三关十景，
徒步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可以与天
童寺、千佛塔、万寿龟、古银杏拍
照，还可以玩转泊堇露营基地、浙
东耕织园。

2024 年，该景区游客接待量
超 90 万人次。今年，该景区重点
推出状元文化系列活动，以“鄞风
雅宋 遇见状元”为主题，将历史
活化、场景创新与全民互动相结
合，再现传统文化魅力。

天童风景名胜区
荣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宁波宁波
又见又见““青绿青绿””

演出剧照。 （通讯员供图）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
布局之年。

为科学编制宁波市“十五
五”规划，我市于 6 月 7 日启动

“宁波‘十五五’、大家来建言”
活动，广泛汇聚众智、凝聚共
识，充分吸收社会期盼、群众智
慧、基层经验。

诚邀每一位关心宁波发展的
您，畅所欲言，贡献智慧！

您可以围绕“十五五”时期
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提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好举措、提升
群众幸福感的好点子。

建 议征集通道开放至 2025
年 8 月底。届时，我市还将开展

“十五五”规划“金点子”评选活
动。

现在就行动，用您的智慧点

亮宁波未来！
参与方式如下：
一、网络留言
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并提交意

见建议。
二、电子邮件
邮件名为“姓名 （或单位） +

‘十五五’规划建议征集”格式。
邮箱地址为 NB155gh@163.com。

三、书信邮寄
邮寄地址为宁波市鄞州区和济

街 118 号 A 座，宁波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规划处 （邮编 315040），信
封注明“‘十五五’规划建议”。

参与者的个
人信息和意见将
被严格保密，仅
用于“十五五”规
划编制和相关研
究工作。

“宁波‘十五五’、大家来建言”
活动启动

茶韵飘香
探索“茶经济”的N种可能

6日，2025宁波茶业博
览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拉
开帷幕。

3万平方米展区内，800
余家展商汇聚。余姚瀑布仙
茗、鄞州太白滴翠、奉化曲
毫 等 宁 波 10 个 区 （县 、
市）代表产品在1号馆集中
亮相，成为全场的焦点。

茶香弥漫中，商客往来
不绝，询价声与品茶声交
织，呈现别样的热闹景象。

记者 王佳辉 通讯员 韩震

宁波与茶的渊源，深植于历
史的沃土之中。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起点之一，这里不仅是
陆羽 《茶经》 中多次提及的产茶
重 地 ， 更 是 中 国 茶 文 化 扬 帆 出
海 ， 将 东 方 韵 味 传 向 世 界 的 茶
港。

经过多年发展，宁波先后培育
出瀑布仙茗、望海茶、奉化曲毫、
印雪白茶等区域公用品牌及东海龙
舌等企业品牌，在全国各地甚至海
外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据统计，截至目前，宁波全市

茶园面积约 21 万亩，万亩以上产
区主要集中在余姚、宁海、奉化、
象山、鄞州、海曙等地，全市茶叶
总产量约 1.3 万吨，总产值约 9 亿
元。其中，名优绿茶产值占比 74%
以上。

另外，宁海望海茶入选首届浙
江十大名茶，品牌价值达 18.8 亿
元；余姚瀑布仙茗和奉化曲毫双双
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

一片小小的茶叶，正撬动越来
越大的经济版图，让“茶香宁波”
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名片。

如何让这缕茶香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浸润
更多人的生活？宁波正在持续探索。

近年来，我市“茶叶+”模式蓬勃发展：茶园
观光、采茶体验、茶宿⋯⋯茶旅融合成为热点，
吸引都市人群；茶食品、茶面膜、茶香氛⋯⋯相
关衍生产品的研发，不断拓宽茶叶的应用边界。

早在 7 年前，余姚市四窗岩茶叶有限公司负责
人沈亚红便在位于四明山区的茶山旁打造了“老
沈家茶宿”，整合茶厂与茶园，推出手工制茶、茶
艺培训等一系列体验活动；鄞州柯青家庭农场负
责人俞超凡在推进茶园自动化、智能化改造的同
时，将目光瞄准茶叶的衍生价值，开设特色手工
制茶房以吸引游客体验茶文化⋯⋯

每逢采茶旺季，不少游客上山体验采茶、品
茶，茶产业的附加值进一步提高。

今年 2 月，“浙江十大茶旅线路”正式对外发
布，宁波的“海上茶路——浙东红色之旅”线路
入选。

在茶产品方面，眼下，由宁海县农业发展集
团牵头打造的首个望海茶新茶饮品牌旗舰店“又
喝那茶”正在试营业。据宁海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门店以望海茶为主要原料，主打

“福茶”“霞客茶”等 6 款茶饮，尝试以奶茶的形式
“圈粉”年轻人。

“我们的愿景是‘喝一杯茶，游一座城’。”宁
海县农业发展集团副总经理胡伟峰表示，如果市
场反响良好，将在宁波市区开更多门店。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宁波茶，在今天同时连接
丰富的维度——深厚的传统、现代的科技、多元
的产业、鲜活的文化。

“我市将打造更多生产高效优质、景观美的新
型茶园综合体，大力发展效益突出、前景广阔的
茶产品，多方位开拓茶业增效门路，同时，持续
延伸产业链条，促进茶文旅融合发展，真正靠一
片茶叶发展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A 茶港的底蕴与新生

B 走好特色发展路

C 茶文化的当代活力

茶博会上的奉化展位茶博会上的奉化展位。。（（王佳辉王佳辉 摄摄））

““又喝那茶又喝那茶””。。（（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