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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浓郁的民族茶文化

云南茶区多位于少数民族地区，茶文化中融入了很
多丰富多彩、原生态的少数民族元素，如布朗族酸茶、
拉祜族罐烤茶、佤族擂茶、傣族三味茶、白族三道茶、
藏族和纳西族的酥油茶等。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风、习
俗、祭祀、礼仪、民谣、舞蹈、传说等文化因子的长期
融合，进一步增添了云南茶文化的神韵和魅力。因为
茶，云南近年来逐步掀起了“名山茶”自驾游热潮。每
年春茶开采期，成千上万的人自驾聚集古茶山，吃住在
茶农家，品鉴、购买古树茶，成为茶山一道亮丽风景
线，也成为展示云南丰富多彩民族茶文化的一张名片。

普洱茶产值首破100亿

云茶产业近年来呈现出优势多、规模大、基础实的
特点。云南 15 个州 （市） 100 多个县 （市、区） 产茶，
共有茶农600多万人，涉茶人口达1100多万人。去年全
省茶叶种植面积达595万亩，总产量达33.52万吨，综合
产值达 371 亿元。普洱茶是云南特有的茶叶品种，去
年，普洱茶产量 11.43 万吨，产值首次突破 100 亿元达
101.3亿元。产品销往全国31个省区市及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未来云南将力争建成国内外知名的茶叶生产、加
工、贸易和文化中心，到 2020 年综合产值实现 800 亿
元，力争达1000亿元。

以转型升级促进“走出去”

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平华介绍说，为加快云茶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茶叶大省向茶叶强省转变，今后，
云南将抓住转方式调结构和大力发展多样性农业的机
遇，充分发挥云南茶叶资源优势，以转型升级为主线，
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标准化、规模化、科技化、市场
化、品牌化、生态化为发展方向，大力实施“走出去”
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把云南
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茶叶生产、加工、贸易和文化中
心。

擦亮普洱、滇红、绿茶三大品牌

做强茶基地是云茶实现新突破的首要基础。王平华
说，云南正按照发展“优质、生态、高效”的要求，加
大生态茶园建设力度，同时，出台并推行符合云茶产业
实际的基地建设标准和规范，在稳定茶园面积的基础上
扩大高优茶园面积，全面提升茶叶质量。提品质、调结
构、强龙头等是云茶跨越发展的有效措施，我们将通过
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交易市场和物联网优
势，以扶持建设云茶交易中心、茶叶批发市场、茶城、
网上商城为重点，打造“实体+网店”的线上线下云茶流
通平台。云南还通过一系列举措打响云茶整体品牌，打
造普洱茶、滇红茶、名优绿茶三大品牌，培育提升区域
品牌、企业品牌，建立激励引导机制，推进中国、云南名
牌农产品的认定。云南有着丰富浓郁的民族茶文化优势，
我们择优建设了多层次、多类型云茶博物馆、体验馆，对
外充分展示云茶的历史文化内涵。

茶树物种资源丰富。目前世界上已
发现的山茶属茶组植物的 47 个种和 3 个
变种中，云南有 35 个种和 3 个变种。云
南拥有独特的古树茶 （树龄 100 年以上）
资源，因其具备资源稀缺、风味独特、
品质优良等特点，已打造出一批“名山
古树茶”，如班章、冰岛、景迈山、昔归
等，成为“云茶”产业中一个新亮点。

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云南地处高海
拔、低纬度，生态良好、气候宜人、雨
量充沛、空气清新，非常适合茶树生
长。普洱、临沧、西双版纳、保山、德
宏等茶区森林覆盖率高，水土洁净，日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茶叶干物
质的转化积累，品质优良。

品牌建设成效突出。云茶产品主要
有普洱茶、红茶和绿茶三大类，还生产
少量的乌龙茶。普洱茶为云南特有，产量
达 11 万吨，约占云南茶叶总产量的 1/3。
滇红茶历史悠久，品质优良。目前，云
茶企业中有 9 个商标获“中国驰名商
标”，100多个获“云南省著名商标”。

加工体系较完善。云南有茶叶初制
所 （厂） 8000 多个、精制厂 1000 多个，
精深加工规模居全国第二，已初步形成
了勐海、凤庆、翠云木乃河三个以茶叶
为主的工业园区。

市场营销网络初步构成。据初步统
计，全国有 2 万多个云茶代理店、经销
点，营销人员达 3—4 万人，同时，大
益、滇红、澜沧古茶等茶企步入国际市
场，在国外设立办事机构，云茶出口量
稳步递增。

民族茶文化特色浓郁。云南茶区多
位于少数民族地区，茶文化中融入了很
多丰富多彩、原生态的少数民族元素，
如布朗族酸茶、拉祜族罐烤茶、佤族擂
茶等。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风、习俗、祭
祀等文化因子的长期融合，进一步增添
了云南茶文化的神韵和魅力。

（马铱潞 郭雪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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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大产业千亿大产业 抱团谋出海抱团谋出海
马铱潞马铱潞 郭雪艺郭雪艺

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是普洱茶的故乡。近年来，云南各地精
准定位开拓市场，形成合力抱团出海，共同打造云茶品牌。寻路定位，
云茶正在向千亿元产值的大产业迈进。

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是普洱茶的故乡。近年来，云南各地精
准定位开拓市场，形成合力抱团出海，共同打造云茶品牌。寻路定位，
云茶正在向千亿元产值的大产业迈进。

5月15日，为期4天的第10届中国云南普洱茶国际
博览交易会在云南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共有400余
家茶叶企业参加，交易品种以普洱茶、滇红茶等为
主。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大图：茶博会现场一景。
小图：参展商冲泡普洱茶。
大图：茶博会现场一景。
小图：参展商冲泡普洱茶。

第第1010届云南届云南
茶博会开幕茶博会开幕

近年来，云南各市问策茶产业，根据先天的地
理特点加上多年的发展积淀，找准定位，寻找市场
开拓的着力点，更为积极地拥抱茶产业市场。

普洱市：走生态有机道路

普洱市委、市政府把茶产业作为普洱的支柱
产业，截至 2014 年底，普洱生态茶园总面积 157.4
万亩，毛茶产量9.6万吨，同比增7.6%，实现总产值
107.52亿元。

普洱市副市长杨卫东介绍说，2010年以来，普
洱市投入3亿多元在全国率先实施生态茶园建设，
建设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立体生态复合茶园。2014
年，完成有机茶园转换10.9万亩，累计有机茶园达
20余万亩，从源头上把好茶叶品质。

杨卫东说，普洱制定扶持政策，加大对重点企
业、骨干企业、小微企业和茶叶专业合作社的扶持
力度，鼓励茶企业积极参加国内外茶叶博览会。自
1993 年以来，普洱成功举办了十三届中国普洱茶
节。2013年 5月，景迈山古茶林被国务院列为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 5月，国际茶叶
委员会授予普洱“世界茶源”的称号。

西双版纳州：传统茶产业焕发新生机

在西双版纳数千年的茶叶生产历史中，茶叶
作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最古老的传统产业之
一，从古至今一直保持支柱产业的地位。西双版纳
州现有茶园面积87.64万亩，无公害茶园面积51.53
万亩，古茶园 13.5 万亩。制茶企业 1046 家。其中，
139家企业通过QS认证，茶叶专业合作组织52家，
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4家，州级14家。

西双版纳州副州长唐家华介绍说，西双版纳
的茶产业发展具有生态优势、区域面积优势、茶叶
品质优势、生产成本优势和茶文化底蕴深厚等五
大优势。在西双版纳已发现多种类型的茶树王：勐
海县巴达大茶树及其群落是野生型茶树，南糯山
半坡老寨大茶树是栽培型茶树王，这些充分显示
了该地区悠久的种茶历史。优越的生态环境，得天

独厚的气候资源，使西双版纳成为有机茶、绿色食
品茶、无公害茶的理想生产基地。西双版纳境内，
古茶树、古茶园分布区域达 13万亩，百年以上古
茶园8万多亩，为西双版纳生态茶园的规模化建
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地形地貌和土壤条
件上的优势，决定了该区域的茶叶品质和质量
具有天然优势。此外，优越的气候条件使茶叶
生产采摘期长，且制成的普洱茶饼耐储运。

临沧市：建设红茶之都

临沧市副市长赵贵祥说，临沧是世界著
名的“红茶之都”和“天下茶尊”，茶叶产业发
展具有极大优势。

赵贵祥说，自然生态优势、古茶资源优
势、国礼品质优势、历史文化优势、产业发展
优势奠定了临沧茶产业发展基石。临沧现已
发现的野生古茶树群落有80多万亩，百年以
上栽培型古茶园有11万亩。临沧茶叶品质卓
越，被誉为“茶之味精”。1938 年，“滇红工夫
茶”在临沧成功创制；2013 年英国皇室公主
卡特里娜来到临沧，在凤庆滇红集团厂区种
下了代表着中英两国友谊的茶树，并为“中
英友好茶园”——皇室特供授牌。滇红成为
了最具国际影响力和国内市场认知度最高
的中国红茶，2012 年临沧被授牌“中国红茶
之都”。

临沧现有栽培茶园135.4万亩，茶叶产量
10.2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70亿元。红茶产量
占全国的20%，是全国最大的红茶生产基地；
普洱茶原料占全国的50%，是中国最大的普洱
茶原料基地。近年来，临沧依托资源优势，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入了一大批企业入临发
展，茶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市已拥有获生
产许可认证茶叶加工企业175户，有CTC红碎
茶生产线 30条，有茶叶初制所 1571个，临沧茶
叶产业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马铱潞 郭雪艺）

茶产地 各显其能 蓄势待发 【小知识】

云南茶叶种类

云南茶叶种类按
其制作方法的不同，主

要分为滇红、绿茶、普
洱茶、花茶、保健茶等，

共 100 多个花色品种，本报
特为读者部分集纳如下：

【滇红茶】

滇红是云南红茶的统称，分
为滇红工夫茶和滇红碎茶两种，主

产于澜沧江沿岸的临沧、保山、思
茅、西双版纳、德宏、红河 6 个地、

州的 25 个县，滇红于 1939 年在凤庆
试制成功，曾被英国女王置于透明器

皿内作为观赏之物，其品质可与世界上
最好的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红茶相
媲美。

【绿茶】

云 南 绿 茶 包 括 晒 青 、
炒青、烘青和蒸青以及各
种名茶，遍及滇西南和滇
南各茶区，主要供应内销。

【普洱茶】

普洱茶是久负盛誉的传统历史名
茶。历史上著名的普洱茶，泛指用云南
大叶种茶树的鲜叶，经杀青、揉捻、晒
干而制成的晒青茶。自唐宋以来，滇南
产地的晒青茶即集中到普洱府 （今普洱
市） 销售，普洱茶因此而得名。据史
籍记载，唐代滇南的银生府为云南主
产茶区，而普洱古属银生府，滇南之

茶均集散于普洱府，然后运销各地，故以
普洱茶为名而著称。因此，历史上所指的
普洱茶，实际上是以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
晒青毛茶为原料，经加工整理而成各种云
南茶叶的统称。现代的普洱茶是将晒青毛
茶经过后发酵处理精制而成的，畅销港、
澳和东南亚，以及法国、日本等地，深受
消费者欢迎。

云南普洱茶有普洱散茶和普洱紧茶两
种：普洱散茶外形条索肥硕，色泽褐红，
呈猪肝色或带灰白色，按质量好坏分为五
个级档；普洱紧茶是由普洱散茶经蒸压而
形成的，外形端正、匀整、松紧适度。依
形状不同分为碗形的普洱沱茶，长方形的
普洱茶砖和七子饼茶。

【翠华茶】

翠华茶产于大关县翠屏山麓的翠华
寺。翠华茶的产制已有 500 多年历史。据
1912年大关县志记载：“曾在巴拿马赛会获
二等商标”，并曾做过贡茶，也是佛家朝拜
峨眉山的贡茶。翠华茶采摘细嫩，清明前
十天左右选采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初展的
鲜叶，精工细制而成。现在的翠华茶是仿
照杭州龙井茶制法。外形扁平滑直，色泽

黄绿光润，汤色清澈明亮，香气馥郁清
鲜，滋味鲜醇爽口，叶底嫩匀绿亮。翠华
茶以其“形美、香郁、味爽”的特点，赢
得了声誉。

【竹筒香茶】

产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勐海县和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底圩，桂叶洋红采
用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加工而成，为云南
古老名茶品种之一。竹筒茶外形呈棒状，
白毫特显，汤色黄绿明亮，具有竹叶的清
香，味美爽口，饮时只要掰少许茶叶，用
沸水冲泡即可；竹筒香茶耐久储藏，将制
好的竹筒香茶，用牛皮纸包裹好，存放于
干燥处，其品质经久不变。

【三七茶】

三七茶是三七叶、茎与适量茶叶科学
配制而成的袋装泡茶，因三七又叫田七，
故又名“田七茶”。三七是云南文山主产的
一种名贵中药材，它的叶和茎等含有丰富
的三七皂甙，有与人参相似的作用。三七
茶具有清凉解渴，振奋精神，增强体质的
保健功能，对心血管病等多种疾病有良好
的预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