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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吸引外国客商

凌晨1点，位于长兴县川步村的长兴
茶文化交流中心刚刚熄灯。夏秋之交，
正是用紫笋茶制作红茶的时节。美国侨
眷、长兴县侨联副主席张文华和同事们
在交流中心忙了一整天，通过萎凋、揉
捻、发酵、干燥等多道工序，把一片片翠
绿的紫笋群体种青叶，制成一袋袋香气
扑鼻的手工红茶。这些客户定制的手工
紫笋红茶将与其他紫笋茶产品一起，销
往海内外市场。

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是湖州市“华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2 年度浙江
省级五星“侨胞之家”。2021年，为繁荣
紫笋茶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当
地引入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成
了具备茶产品研发与展销、手工茶制作
体验、茶艺技能培训等功能在内的多业
态空间。近几年，交流中心已成为长兴
县举办侨界与国际茶文化交流活动的
主要地点之一。

作为湖州市紫笋茶制作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文华运营
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已有3年。张文华
介绍，交流中心接待了许多华侨华人与
外国茶商，不少人在这里认识了长兴紫
笋茶。

今年4月，紫笋茶采摘季，意大利
茶商嘉木专程赶来长兴茶文化交流中
心。在茶叶审评间，嘉木与评茶员一
起，对茶汤进行观色、闻香、品味。
经过反复对比，他决定订购7款紫笋茶
产品，带回欧洲销售。

“紫笋茶这些年很受我的欧洲客户

欢迎，紫笋绿茶、紫笋茶饼等产品对
爱茶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嘉木说，
5 年前，他第一次尝到紫笋茶，醇厚、
甜润的茶香一直让他念念不忘。5 年
来，他还带其他外国茶商到过长兴，
寻觅紫笋茶香。

像嘉木一样循香而来的外国茶商
还有很多。每到紫笋茶的收获季节，长
兴茶文化交流中心就忙碌起来。“我们
接到来自加拿大、美国、西班牙、德国和
瑞士的很多订单。”张文华说，“很多外
国客商会到这里实地采茶、选购，还有
不少海外老茶客远程发来邮件下单。”

茶产业带旺美丽乡村

1200 多年前，唐代茶圣陆羽曾在
顾渚山游历。陆羽的著作 《茶经》 对
紫笋茶有“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
次，笋者上，芽者次”“芳香甘冽，冠
于他境，可荐于上”的记载。

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
紫笋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据介绍，目前，长兴县有茶叶农
户约 9000 余户。长兴县积极号召侨企
侨资开发相关项目，通过发展茶产
业、茶文旅等，共同打响“长兴紫笋
茶”区域品牌。

这 几 年 ， 张 文 华 以 “ 紫 笋 茶 姐
姐”的主播身份，在长兴茶文化交流
中心开启了公益助农直播间。交流中
心除了直接带货，还教茶农炒茶、做
茶、售茶，帮扶乡村农副产品企业打
开销路。围绕紫笋茶，交流中心还开

展了公益专题讲座、专业培训班等，
培养专业的审评和茶艺人才。参与的
学员不仅有本地茶农，还有境外的爱
茶人士。“紫笋茶虽然还是一款小众
茶，但我相信，小体量也能迸发出大
能量。”张文华说。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德国茶商本
家明与 16 名欧洲的合作伙伴一起在长
兴县体验了一次“茶山行”。他们那趟
行程的重点是了解紫笋茶的悠久历史
与制作技艺，实地感受 《茶经》 里所
写的长兴乡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本家
明说，自己在德国教太极、卖茶叶，也翻
译一些与茶有关的中文文章和书籍。
在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张文华向他们
详细介绍了紫笋茶相关内容。

“长兴县是海外茶客了解中国茶文
化的重要一站。在这里，我们对紫笋茶
的历史文化与制作技艺以及如何欣赏、
品鉴紫笋茶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计划
定期组织类似的茶山行，把包括顾渚紫
笋在内的中国茶故事讲给更多朋友
听。”本家明说。

让海外朋友感受茶韵

在美国华侨华人的牵线搭桥下，更
多外国面孔出现在长兴县的直播间。

“我现在选用的是紫笋茶的芽叶，注
入100摄氏度的热水，大家可以通过视频
镜头观察一下茶叶的展开状态……”今
年4月，在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长兴县
侨联等单位举办了“之江同心·共品茶
韵”茶文化海外视频连线活动。张文华
为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国际高中师

生带来了一堂茶艺展示课。温杯、润
茶、凤凰三点头……绿茶冲泡手法让美
国师生好奇不已。

视频连线时，一名教师喝茶时吃下
了一片茶叶，有美国学生立即对此发出
惊呼，张文华顺势讲解道：“茶叶不仅可
以泡水喝，还可以做菜，茶汤也可以用
于煮米饭或炖鸡汤。”听后，美国学生围
到茶台前，纷纷品尝了茶叶。

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国际高中
教授传统文化的洪老师说：“我们非常
需要开展这样的活动，感受地道的中国
茶文化。”

这次视频连线是“之江同心·共品
茶韵”系列的第二场活动。2023 年 12
月，来自佛罗里达州中文学校等 6 所美
国学校的 80 多名师生一起参加了首场
视频连线。活动中，师生们在线观看了
长兴茶文化视频，并透过镜头，学习了
备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品茶等宋
代点茶艺术。

依托侨界资源，张文华与日本、
瑞士、徳国、加拿大等国的文化机构
取得联系并签订合作协议，定期举办
紫笋茶主题文化交流活动。此外，她
还连续多年为英国皇家茶叶店制备紫
笋茶样。

2023年5月，韩国首尔中国文化中
心举办“茶和天下·雅集”活动之“茶
韵传道·围炉谈茶”活动。张文华为中
韩嘉宾做了“紫笋茶的前世今生”茶
文化讲座并现场展示了唐代煎茶。

“中国茶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我们将继续积极打造紫笋茶品
牌形象，为茶文化的国际交流出一份
力，让更多外国茶客爱上紫笋茶。”张
文华说。

浙江长兴侨界助力茶文化传播

“让更多外国茶客爱上紫笋茶”
林子涵 谢婧繁

“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这
是唐代湖州刺史张文规对紫笋茶进贡景象的生
动描述。

紫笋茶又名“顾渚紫笋”，在唐代曾被列
为贡茶，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是其主要产区。
由于茶芽细嫩、色泽带紫、其形如笋，得名

“紫笋”。近年来，长兴县侨界通过打造长兴茶
文化交流中心、传承紫笋茶技艺、推广茶文
化，吸引了许多外国茶客。不少海外茶商成了
紫笋茶的爱好者，也成了县里的“回头客”。

侨 界 关 注

今年4月，在长兴茶文化交流中心，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国际高中师生参与长兴县侨联“之
江同心·共品茶韵”视频连线活动。 受访者供图

“不少海外归来的乡亲，尤其是梅
家大院原住户及其后人，总要来大院
走走看看，感受一番家乡的味道。”从
小居住在梅家大院的伍振平说。

梅家大院位于广东台山端芬镇大
同河畔，曾是远近闻名的侨圩 （又称

“侨墟”），因其独特的“侨”味和中
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如今成为游客的
热门打卡地。

“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梅家大院特
别有感情，舍不得离开。”如今已年逾古
稀的伍振平感慨道。他拿出梅家大院筹
建时的“股份簿”介绍：“我的爷爷是德国
归侨，父亲作为股东曾参与梅家大院的
筹建。”这份珍藏了数十年的小册子，书
页早已泛黄。

93 年前，留日归来的华侨梅炳
然、梅建行在家乡筹建汀江圩。大院
占地面积 80 亩，108 幢二至三层带骑
楼的楼房，呈长方形排列，鳞次栉
比。集股建圩的104股中，因梅姓股东
占一半以上，汀江圩后来又被称为

“梅家大院”。
“他们见多识广，请了香港设计师

设计，水泥是从英国进口的‘红毛
泥’，所有房子都是统一的框架结构，
这在当时非常超前。”伍振平说，梅家
大院始建之初，业主纷纷将各自旅居
国的风情融入岭南传统建筑中。

“双金钱雕塑，说明业主是白手起
家的生意人；有风车雕塑那间，代表业
主从荷兰回来；雕塑是一个戴着王冠的
人，好似扑克牌中的国王，这是仿照法
国凡尔赛宫上的神像，意味着业主是法
国侨胞；有龙船花雕塑的，业主来自缅
甸……”伍振平指着一间间房屋顶上的
雕塑介绍道。

据了解，台山侨圩现存近 90 处，
以梅家大院最为知名。与碉楼一样，
它们是海外游子“叶落归根”回乡建
造的典型建筑。当年，海外台山人曾
掀起一股回乡建设潮。“喜鹊喜，贺新
年，阿爸金山去赚钱，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兼买
田。”这首当年在五邑地区流传的童谣 《金喜鹊》，反映的
正是侨眷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期盼。

当年，侨圩不仅是传统的地方集市，也因其地理位置及
业主与海外的联系，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点与集散地。

伍振平说，沿着大同河往东南10公里就到了南海。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汀江圩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圩内开满了
杂货店、银号、饭馆等商铺。手表、单车、缝纫机等稀缺
货物通过水路从海外引进，从广州、佛山、江门来进货的
商贩络绎不绝，本地特产也从此地大量输往海外。

“台山侨圩数量之多、类型之广、建筑之美、保护之完
好，为全国所仅见。它值得海内外台山人自豪。”已故五邑
华侨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梅伟强在其著作 《梅家大院
史话》中写道。

世易时移，梅家大院曾一度归于沉寂，原业主多数移
居海外，只剩5户留守。

近年来，因《让子弹飞》《狂飙》等热播影视作品在此
取景，梅家大院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台山华侨先民

“下南洋”“闯金山”筚路蓝缕的故事及念祖爱乡的品格也
被更多人知晓。

如今，梅家大院的旅游潜力不断释放。“游客增加了好
几倍。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我的房东在美国经常在
抖音上刷到自己家，非常开心！”一名在梅家大院经营土特
产店的租户说。

“每到暑期，常会有学生或旅游团体前来参观。”伍振平
说，梅家大院建筑群也吸引了一些来自香港的土木工程系大
学生，他们每年都会来此研学一星期左右。

“下一步，我们将以梅家大院为中心，把大同河及附近
的广府人出海口纪念地——海口埠串联起来，打造一个集
旅游观光、文化交流为一体的华侨旅游和文化交流胜地。”
据端芬镇政府副镇长巫剑平介绍，去年政府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对梅家大院进行了全面整修，增加了旅游和
文化配套设施。

3年前，伍振平组建微信群，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梅家大
院原业主或其后人聚集到一起。“我经常向他们报告大院和
家乡的近况，大家互动很热络。”伍振平说，希望将祖辈建立
起来的邻里感情延续下去。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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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玉溪市，一座名为元江的小城以芒果闻
名。这座小城与“侨”有着不解之缘，这种缘分将小城
与芒果种植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日前，元江县侨联主
席刘国忠讲述了“侨力量”如何助力芒果产业发展。

刘国忠是归侨后裔，1978 年，他的母亲从越南来到元
江，在甘庄华侨农场结识了他的父亲。后来，刘国忠在农
场出生。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元江的支柱产业是甘蔗
制糖业。”刘国忠说，2000年后，农场进行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引进香蕉、青枣，增加芒果种植面积，种植格局
开始从水稻、甘蔗调整为经济林果。

此后，元江芒果种植业不断发展。“初期，元江县种植
的只有本地芒果（芒木），小小的、果肉少、果核大。华侨农
场成立后，归侨把东南亚地区的优良品种引入元江，芒果
在元江县实现规模种植，不断发展壮大。”刘国忠说。

刘国忠介绍，元江地处干热河谷气候地带，全年日
照时间长，种出的水果香甜汁多，味道纯正。近几年，
通过发展电商，加上政府的重视，芒果逐步得到市场及
消费者认可。如今，元江芒果已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
力，远销全国各地。

2000 年左右，芒果种植成为元江的支柱产业，逐渐
取代了甘蔗种植业。“侨界专业人士为当地芒果产业作出
不小贡献。在产业管理方面，元江县内组建了很多管理
技术团队；在产业发展方面，芒果的嫁接、销售甚至开

拓电商渠道等，都离不开侨。”刘国忠说。
产业发展初期，不少种植户由于老品种的芒果行情

不好而一直没有获得高种植效益，越南归侨梁定花主动
引导农户改良品种，免费提供嫁接技术等服务，自己组
建一支农业技术服务团队，为元江县及周边地区果农做
好服务。她始终秉承“带头致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的理念。在自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毫无保留，
手把手教给村民技术。

有多年创业经验的越南侨眷张星龙深知传统农业模
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他积极引进先进的农
业技术和设备，改善种植条件和管理模式。他还与农科
院、农大等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合作，开展芒果品种的
改良和深加工研究，不断推出新品种和新产品，满足市
场多样化的需求。

为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张星龙将元江特
色与芒果产业相融合。他将“侨”元素融入产品的外包
装，打造元江农产品的品牌形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他成功地将家乡的芒果销往全国各地。现在，
他还建立了合作社和电商公司，帮助周边农户解决销售
难题，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

刘国忠表示：“加强新生代侨眷与家乡的联系以及对
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鼓励他们回乡创业，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以推动元江县的各个产业持续性发
展，是我们工作和为侨服务的重点。”（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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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收生态稻
近日，福建省福清市东张水库水源保护区内的无施肥试验田里，100多亩生态

水稻进入收割期，农民抢抓农时和晴好天气，驾驶机械化收割机开展水稻收获工
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图为在无施肥试验田里，农户驾驶机械化收割机开展水稻收获工作。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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