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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以抹茶为突破口推动
传统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2018年
铜仁分别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抹茶之都”

“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称号，逐渐走出
了一条特色化、差异化、高效化抹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为抹茶主产地，江口县围绕政策
赋能、产业筑基、品牌驱动等方面，从基
地升级、产能跃升到全球布局，奋力推动

“梵净抹茶”朝百亿级产业目标迈进。

政策赋能，构建全链条保障体系
江口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牵头的

生态茶产业专班，出台《支持抹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重点支持基地提
质、技术升级和市场拓展。

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用地保障、贷
款贴息等政策，吸引龙头企业贵茶集团
扎根江口；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和企业车间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
实现从种植到加工的全程标准化管理。

产业筑基，打造全球领先的抹茶产
业集群

生态基地提品质。依托优良的生态
优势，建成标准化抹茶基地 2.8万亩，茶
叶品质达到欧盟有机标准。

智能生产增效能。建成全球最大的
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引入智能化碾茶生
产线16条、抹茶生产线4条，年加工能力
突破1200吨。贵茶集团通过 SGS欧标认
证和AIB北美市场准入认证，成为全国唯
一“双认证”茶企。

链条延伸创价值。开发“抹茶+”系
列产品，涵盖食品、饮品、化妆品等领域，
推出抹茶冰淇淋、抹茶面条等 30余种创
新产品。

品牌驱动，擦亮“梵净抹茶”金字招牌
文化赋能塑 IP。深挖抹茶千年历

史，举办“抹茶雅集”“梵净山抹茶大会”
“国际抹茶文化节”等活动，央视《焦点访
谈》专题报道梵净抹茶产业，《人民日
报》、中国国家地理等权威媒体持续聚
焦，品牌曝光量超10亿次。

多元渠道拓市场。线上打通淘宝、
京东、东方甄选等平台，线下布局梵净山
景区体验馆、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专
卖店，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双轮

驱动。
国际标准占先机。主导制定抹茶行

业标准，抹茶产品远销北美、欧盟、日本
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贵州茶产业

“出海”标杆。
“我们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组建

顶级研发团队，研发更多渗透多元领域
的‘抹茶+’高附加值产品，并借力大数
据构建全产业链平台，快步迈向百亿级
支柱产业，让梵净抹茶走向世界舞台。”
江口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口：推动“梵净抹茶”朝百亿级产业目标迈进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莉莎

梵净抹茶·香溢天下

距离一年一度的铜仁龙舟赛还有些
时日，碧江区大明边城段的锦江河上已
响起阵阵有力的鼓声，一支支龙舟队正
迎着朝阳紧张训练，迎接即将到来的水
上盛会。

今年碧江区参赛队伍均来自各村民
组、社区及办事处，这种以基层为单位的
组织形式，让龙舟赛成为了群众家门口
的文化盛宴，也让传承千年的龙舟文化
有了更坚实的民间基础。

在训练队伍中，来自正光街道芭蕉
村的易行显得格外投入。作为首次参加
划龙舟的“新手”，他的手掌已磨出了水
泡。“我父亲是跑网约车的，为了参加龙
舟赛专门请了一个月假，他总说划龙舟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咱们年轻人不能
丢。”易行擦了把额头的汗水，语气里满
是自豪，“今天第一次上船，划到后来胳
膊都抬不起来，但心里特别充实。这不
仅是一项比赛，更是父亲传给我的精神
接力棒，以后我也要带着孩子来划龙舟，
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在漾头镇茶园山村大坪组的“茶园
一号”龙舟队训练现场，更是涌动着浓浓
的乡情与热血。42名队员中，不少年轻
人都是从浙江、江苏等地专程返乡，有的
甚至辞掉了临时工作，就为了赶上这一
年一度的龙舟盛会。“得知村里要组队参
赛，大家二话不说就凑钱造龙舟，你一千
我八百，没几天就把资金凑齐了。”队员
韩佳一边调整船上的鼓点节奏，一边告
诉记者，“我们请了湖南麻阳的专业教练
来指导，每天从早上九点半练到下午三
点，虽然累，但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就想
为村里争个好名次。”

随着训练的推进，锦江河上的龙舟
越来越多，船头的鼓手精准地敲击着节
拍，队员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不同队伍的
口号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激昂的赛
前乐章。

据悉，今年的龙舟赛将在保留传统
龙舟制造工艺、祭祀仪式等文化元素的
基础上，通过公开组赛事吸引更多市民
参与，让古老的龙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的活力。

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
高，“世界地球独生子”——黔金丝猴
开始活跃起来。为保护这一珍稀物
种，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正积极建
设黔金丝猴生态廊道，力求通过科学
合理的生态修复和保护措施，降低人
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在梵净山保护区外围的黔金丝
猴溢出区域印江核桃湾，梵净山管理
局紫薇管理总站的护林员们正与当
地群众一道，忙碌地进行着黔金丝猴
嵌套栽种定制食物源植物的补植补
种工作。他们手中的大叶稠李和野
鸭椿，正是黔金丝猴所喜爱的食物。

“去年在这里栽种了一批这样的
植物，但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部分
植物未能成活。因此，今年进行补植
补种，并对移栽存活的树种进行精心
管护，以保障这片黔金丝猴栖息地有
足够的食物来源。”梵净山管理局紫
薇管理总站护林员田茂飞一边挥汗
如雨地栽种植物，一边向记者介绍。

黔金丝猴的食物来源直接关系
到它们的生存和繁衍。为了提升黔
金丝猴的野外生存能力，印江在黔金
丝猴原生栖息地附近 600亩区域内，
实施了嵌套栽种定制食物源植物的
项目。通过种植四照花、野鸭椿、银
杏等食物源植物，不仅为黔金丝猴提
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还有效改善了
它们的栖息环境。

2024年，印江启动黔金丝猴生态
廊道建设（试点）项目，该项目是由贵
州省林业局主管、贵州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实施的一项重要生态保护工程，
并得到了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的大力支持。项目建设内容
涵盖了食物源植物的种植、水源地的
修复、红外相机监测和人工巡护等多
个方面。

“建设黔金丝猴生态廊道，首先
要遵循生态科学适度的原则。”印江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林政资源
管理股负责人游云军表示，“在黔金
丝猴生活栖息的区域，通过嵌套栽种
定制食物源植物，提升它们野外生存
能力。同时，还在这片区域增加了一
批饮水点和红外监测点，以更好地保
护黔金丝猴的栖息地。”

黔金丝猴生态廊道建设项目的
实施，不仅为黔金丝猴提供了更加适
宜、安全的栖息环境，还为生态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和科学依据。目前，该项目正
稳步推进，多处黔金丝猴饮用水源地
和 9925 株定植食物源植物正在实
施。同时，为了全面监测黔金丝猴的
活动情况，印江还采购了126台红外
相机，设置了18条监测样线，监测面
积达到了6400亩。

“这些红外相机的陆续投用，为黔金丝猴保护工
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游云军说，“通过红外相
机的监测数据，可以实时掌握黔金丝猴的活动规律和
种群数量变化，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策略提供
重要依据。”

为了增强公众对黔金丝猴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意
识，印江在生态廊道周边设置了警示牌和宣传栏，不
仅提醒游客和当地居民注意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
地，还普及了黔金丝猴的相关知识和生态保护的
重要性。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韵霖毛逸飞

碧江龙舟队员训练正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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