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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
化。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
茶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位于茶马古道的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有着“世界古
茶第一村”的美誉，南糯山空气潮湿，夏天温度高，土壤
非常肥沃，而且整个南糯山都是红色的土壤，非常适合
大叶种茶树的生长。南糯山山地附近，漫坡漫野都是
茶园。所产的茶在历史上早已有名。

茶马古道的文化探源

云南西双版纳勐海的南糯山，是云南省六大茶山
之一，山上有古茶树40亩，树龄均在300至800年之间，
这些古茶树在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保护和合理采摘下，
每年仍能产出古树茶。很早之前，半坡老寨周围森林
茂密，交通很不便利，茶叶外运只能靠马帮。由于当地
茶叶品质优良，大量的马帮会在每年的农历十月之后
进入村庄，将茶叶驮到思茅、勐海、勐腊等地贩卖，还有
些大型马帮直接将茶叶驮到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去出
售。南糯山的老人说:“普洱本地虽然有茶叶，但口感远
不及南糯山的大树茶。普洱人正是靠着南糯茶山的茶
叶，制作出了闻名中外的优质普洱茶。当然，普洱茶的
兴旺也带动了南糯山的富裕。”

南糯山古树茶的基本特征是南糯山茶品，条索较
长较紧结，一年的茶汤色金黄、明亮。汤质较饱满，可
生津，山野气韵较好。这也是大圆普洱产品原料的一
个示范产地。

走进这里可以发现，除了适合大叶种茶树的生长，
这里在茶树培护等很多方面都有科学示范意义。

更为难得的是，大圆普洱奉行眼见为实，开展了一
系列“遇见普洱·探秘之旅”，让更多人发现这里有着
很多先机和优势。自今年5月8日—12日，大圆普洱开
始启动探秘之旅。探访南糯山半坡老寨和茶企陈升
号，把普洱文化的诸多优势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南糯山重要的大树茶产地，半坡老寨以拥有
11000 余棵直径达到或超过 18 厘米的古树闻名于世。
半坡老寨是哈尼族人住地，一共有几十户人家，随着普
洱热在国内的兴起，这里也逐渐摆脱了贫困，吸引了来
自海内外不少的爱茶人慕名前来。

感受普洱茶文化

大圆普洱的探秘之旅，走访南糯山、陈升号、班章
村、六大茶山等地，品味“只选最好的产品和茶厂”的品
牌内涵。

走进半坡老寨，到处都是难以计数的大树茶和古
树茶。当国内普洱茶产业被农药和化肥污染等问题困
扰时，勐海县作为大树茶的主要产区，包括半坡老寨和
南糯山茶产区，一直坚持着科学种植和培护的原则，努
力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的普洱茶。值得一提的是，从鲜
叶采摘到最后成为可以饮用的普洱，半坡老寨已经逐
渐从纯农业种植普洱过渡到科技化生产普洱，老寨引
进了不少机器来代替传统的纯手工制茶。比如以往做
茶是通过大锅来炒，但是对于温度难以适时把控，现在

通过专门的机器就可以解决
这个难题，茶品也就保持了
最好的口感。此外，机器的
使用也意味着节省了很多作
为柴火的木材。

漫步半坡老寨，探秘之旅还拜访了茶企陈升号。
陈升号是云南一家非常著名的茶企。陈升号在易武、
班章、南糯山等很多云南著名普洱茶产地都有自己的
基地，正是这样对茶品质和生产管理的苛刻，最终使大
圆普洱和陈升号走到了一起。陈升号在鲜叶采集等所
有茶生产链环节都使用严格的标准，比如鲜叶采集，陈
升号的一级鲜叶标准是每公斤鲜叶中一芽两叶，占85%
以上。

班章村的古树茶香

在普洱茶界有一句名言“班章为王，
易武为后”，可以说，班章始终是许多普
洱钟爱者心中的焦点。随着探秘之旅活
动的深入，普洱文化也逐渐展现在世人
面前。综合多数资深茶人的经验，普洱
茶无非从年份、品质、品牌、仓储等方面
来整体考量。其中，茶的品质是关键，这
是所有茶人的共识。而茶的品质主要看
原料和仓储条件，一般来说，普洱茶只有
经过仓储陈化后才能得到价值的提升。
当涉及收藏时，就要求普洱茶在存放过
程中不能有任何霉变出现，环境非常重
要。此外，选择品牌茶的重要性也不言
而喻了，凝聚力强的品牌本身就是产品
质量的代名词。

探访班章村，感觉就像走进了原始
森林，围在身边的都是各种大叶茶树和

古茶树，闭上眼睛，你似乎都能感受到一种醇厚普洱茶
的香味。班章村所在地土壤有机质丰富，日照足、云雾
浓、湿度大，特别适合古茶树的生长。在十多年前，整
个班章村还都是茅草房，但是现在这里到处都是漂亮
的二层楼房，这都是班章茶给这个古老村落带来的改
变。虽然进山到班章村的砂石路要乘车颠簸一个多小
时，但是这丝毫不影响络绎不绝的人到这里看茶和
买茶。

班章茶不仅品质和口感好，班章村一直延续着传

统古法人工养
护古茶树，在制
茶流程中一直
遵循传统的方
式，而且不加任
何 化 肥 和 农
药。老班章一
入口就能感觉
到口感茶气足，
茶汤口感饱满，
茶汤的厚度和
力度都非常好。

在 班 章 村
探访并品尝了
普洱之后，兴致
勃勃地专门去
观看“茶王”、

“茶后”等三棵已经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古茶树。这三棵
树目前已被严密保护起来，站在树下你会不由感叹大
自然对班章村的偏爱，也为爱茶人有机会品尝到如此
口感的茶而开心。

同陈升号一样，六大茶山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是云
南乃至国内的著名茶企，在勐海等多个云南著名茶产
地有基地。六大茶山不仅有非常丰富的大树茶和古树
茶资源，而且以严格的管理流程见长，对茶树培护以及
茶整个生产链都有严格的生产体系。

接下来几天的探秘之旅还可参观位于云南农业
大学普洱茶评审中心和仓储基地，切身感受到大圆
普洱在仓储等方面的优势，以及严格科学的定价
体系。

仅仅 3天的行程，已经让探秘之旅兴奋不已，揭开
神秘的面纱，相信通过近距离的探访，会让更多的人们
对普洱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马蹄声响，茶香荡漾，一杯茶香，一番滋味，一种
人生。让爱茶人真正喝到放心的好茶，让茶农安心
做好茶，努力普及茶文化，一直是大圆普洱努力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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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等方面组成的工作组一行４
人，7月20日下午抵达台北，协助大陆游客游览车事故罹
难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海旅会秘书长刘克智在机场接受
访问时表示，将马上与台旅会等相关部门就妥善处理此次
事故进行商谈。在岛内，围绕火烧车的不幸事故，民间社
会展现出不少爱心，一些细节让人感动。同时，各界持续
追问事故的发生原因。两岸民众都想知道答案：为什么又
是陆客？这个“大哉问”，也让不少媒体开始反思，台湾
的旅游业出了哪些问题，应该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细节

刘克智说，事故发生后，大陆方面第一时间启动了应
急处理机制，海协会通过联系窗口向台湾海基会了解情
况。同时，海旅会向台旅会了解、核实情况。大陆方面也
要求台湾有关方面全力处置此次事故，尽快查明原因，妥
善做好善后，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台湾《旺报》观察认为，在两岸当前沟通机制中断的
情况下，这是大陆本着人道为上原则对紧急事件采取个案
处理。同样展现人道光辉的还有岛内的民众。

根据网络上透露出来的最早信息，事发当时，一位路过
的砂石车司机立马上前施救。砂石车司机边用灭火器砸车
窗，边声嘶力竭地对内喊着：“砸玻璃、打开安全门！”闻讯赶
来的年轻警察林光华也不断跳起脚，用灭火器砸着车窗。在
接受采访时他一度哽咽，为未能救出一人而自责。

岛内的慈济基金会事故后在桃园紧急成立关怀中心，
可随时提供必要协助，包括助念和后续家属陪伴。有民众
听到消息后相当难过，自掏腰包请纸扎业者做了1台纸扎
飞机，并贴上航班讯息，希望将来一同火化，让罹难者灵
魂可以返回家乡安息。

面对如此重大不幸，岛内也有杂音，竟然有个别人在
网上借机讽刺、戏谑。岛内插画家马克 20 日在个人脸书

贴了一张画，并刊发了一组文字：“对于 26 条生命枉死，
我很遗憾。对于那些说风凉话的同胞，我更遗憾。”

原因

刘克智介绍，20日晚间将与台旅会就妥善处理此次事
故进行商谈，并及时通报最新进展。方方面面关注的焦
点，首推事故发生的原因。

事故原因还没有定论。事故调查部门发现，车头的一
组保险丝烧融，不排除是电器用品负载酿灾。他们会同专
业人员进一步查验失事车辆的底盘、线路，确定起火点和
起火原因。与此同时，侦办检察官传讯了旅行社和运输公
司的负责人。来自桃园地检署的法医，20日下午解剖了游
览车司机遗体，进一步调查并厘清相关案情。

有媒体刊发报道说，游览车安全门设暗锁，火烧车26
死可能为“人祸”。随后有暗锁的安全门成为关注的焦
点。有专家指出，一般从车辆起火到逃生只有一分钟的时
间，在这电光火石的 60 秒，加上极度的恐慌之下，就算
安全门没被锁住，能否打开也是未知数。何况如果有暗
锁，关键时候根本打不开。调查部门对此并未表态。但有
游览车业者以同款车示范如何使用安全门时，被现场媒体
当场抓到，车辆确实有暗锁。

台湾交通部门负责人贺陈旦 20日下午表示，全台 1.7
万辆游览车将抽查并做安全上的检验，要求业者全力配
合。贺陈旦也承诺，一周内会充分披露关涉游览车安全的
人车资讯。

安全

贺陈旦表示心情非常沉痛，甚至说重话认为，台湾的
观光因此“蒙羞”。台湾 《联合晚报》 认为，正当旅游产
业担心陆客团人数下滑、“观光局”努力澄清没有推歧视
陆客广告之际，却发生火烧车重大事故。这把火再度烧出

游览车安全和陆客低价团问题，当局和相关业者都不应再
漠视。

事故发生后，台湾“中央社”列出2008年7月台湾开
放大陆居民来台旅游后发生的相关事故，令人触目惊心。
8年共发生11起有死伤的旅游事故，其中9起为游览车事
故、1 起火车事故、1 起坠机事故，连同此次火烧车事
故，造成包含旅行社相关人员在内共83死100多人伤。

2010 年的创意旅行社游览车事故，连同失踪者总共
26 人死亡。当时正值台风来袭，造成苏花公路重创，土
石流失，满载陆客的游览车从路上摔进悬崖下的太平洋
中。事故在当时台湾媒体的报道下，大多以天灾去解释
创意旅行社的游览车事故，更多将目光集中在如何做好
水土保持，或是增强防灾意识，较少提及旅游业者该负
起的责任。如今，岛内开始讨论火烧车是否有“人祸”
的问题。

比如，有业界表示，火烧车意外，陆客低价团是诱
因。台“旅行公会全联会”前秘书长许高庆在脸书发文指
出，团费高低和旅游安全没有绝对关系。关键还是旅游安
全保障到位不到位。《联合晚报》 认为，台湾的观光要打
开能见度，安全是绝无妥协的第一要求，当局有必要大力
改革，旅游安全、品质有保障，观光才能走得长远。

有台媒认为，火烧游览车恐影响陆客来台意愿。《旺
报》也报道说，安全管控差，已经有大陆网友怒撤台湾行，

“为什么死的都是大陆同胞？”
多家台媒引用香港中评社的看法表示，希望台湾做

好善后、调查原因、检视旅游安全问题三方面工作，务必
给游台陆客安全保障，别让陆客“以命游台”。赴台游悲
剧频发，大陆游客成为最大的苦主。在两岸关系阴晴不
定的当口，台湾各界非常担心大陆游客“不来了”。抛开
别的因素不说，如果安全没有保障，大陆游客真的有可
能不来了！

台渔民自发赶赴太平岛护渔
本报台湾屏东7月20日电（记者任成琦） 由

来自台湾屏东县的“海吉利号”在内的5艘渔船所
组成的船队合计约 20人，今天上午在震耳欲聋的
鞭炮和民众“加油”声中，自发前往南海太平岛
护渔。

刚刚落幕的南海仲裁竟将太平岛认定为礁，
连带影响200海里经济海域划设，影响渔民捕鱼权
益，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弹。15 日下午，由

“海吉利号”船主郑春忠提议，渔民们自主发起
“保祖产，护主权”的登太平岛活动。

郑春忠强调，“自己的渔场自己救。”这趟登
太平岛初定12天到14天的行程，大家将以半捕鱼
作业、半宣示主权的方式进行。活动发言人罗强
飞在出发前的记者会上介绍，此行有两个重点，
一是船队将航向南海，从事捕鱼作业，展现坚定
维护渔权的决心；二是到达太平岛后将登岛取
水，向国际社会证明岛上有淡水，“是岛、不是
礁”，绝对适合人类居住。他同时表示，希望台当
局硬起来，民间会全力配合，以维护南海主权、
渔权和渔民安全。

图为发起人郑春忠 （中） 和将要出海的部分
船员与到场支援民众一起高呼护渔口号。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本报北京7月20日电（记者张盼） 国台办发言人
20日应询表示，7月19日台湾发生重大车辆火灾事故
后，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台办、国家
旅游局等部门尽速了解情况，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国台办、国家旅游局、辽宁省政府等有关方面在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理机制，按照中央领导指示，核
实了解情况，联系通知家属，启动紧急事件联系窗
口与台保持沟通，迅速组织工作组准备赴台。目
前，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秘书长带队的工作组

已于 20 日中午启程，辽宁省方面的工作组也将于晚
间抵台，有关家属赴台事宜也正在办理中。我们将
会同有关部门与前方工作组保持密切联系，尽全力
处理好善后各项工作。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对此次事故造成众多人员罹
难，我们深感痛心。台湾有关方面应当尽快查明事故
原因和责任，妥为处置后续事宜，维护遇难者权益；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安全管理，杜绝安全隐患，
保障赴台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北京7月20日电（记者张盼）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陈德铭表示，获悉7月19日台湾重大车辆火灾事故造成包括24
名大陆游客在内的26人罹难，我十分震惊和痛惜。我谨代表海
峡两岸关系协会向罹难同胞致以深切的哀悼，向罹难者家属表
示衷心的慰问。

陈德铭表示，海协会得知事故消息后，根据有关方面的授
权，立即启动紧急事件联系窗口，了解核实情况，协助有关人
员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办理赴台事宜。海协会将按照国务院台办
的要求，全力配合、协调有关方面做好有关善后工作。

大陆有关方面将全力做好陆客车祸事故善后工作

为什么大陆游客在台频遇难？

台湾旅游安全亟待改善
本报记者 任成琦 王 尧

陈德铭对陆客在台罹难表示痛惜

香港漫画家原稿联展举行
据新华社香港7月20日电 “跃动——50位

香港漫画家原稿联展”20日起在香港动漫基地举
行。作为动漫基地成立3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该
展览除象征着香港漫画的传承外，也致力于表现
香港漫画的多样性，展现香港本地创意产业的发
展，提升香港旅游的吸引力。

香港动漫基地是特区政府市区重建局首个以
文化创意为营运主题的项目，至今已成立3年。香
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在出席
动漫基地3周年庆祝活动时表示，香港多年来在国
际上有“购物天堂”“美食天堂”等美誉。不过，
要保持旅游吸引力，就要靠创意。香港正致力于
向外地旅客展示其创意一面，至今动漫基地已举
行近400项活动，吸引近50万名参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