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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茶 为 媒 共 话 发 展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巧丽 李猛 田莉莎 谢宗沛 彭韵霖 李猛 整理

在 2025第六届茶业大会开幕式结束后，记者在茶
企产品品鉴展区看到，斯里兰卡茶叶局副主任唐岚正
在品尝了解铜仁产地的红茶。作为斯里兰卡茶叶委员
会助理主任，他长期深耕茶业全产业链管理，对全球茶
业发展格局有着独到见解。

“斯里兰卡茶叶委员会是行业最高管理机构，从种
植、加工到出口及售后市场，全产业链均受严格监管。”
唐岚介绍，该国茶叶已出口至全球150个市场，为确保
供应稳定，生产端遵循 ISO 3720标准，健康卫生环节执
行 ISO 22000标准，并与国际机构合作获取认证。“抹
茶”在年轻人中的流行，这源于消费者对茶叶品质的核
心期待：“达标”与“持续”。他强调，坚守国际质量标准
是叩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

斯里兰卡茶叶的全球辨识度，得益于“锡兰茶质量
标志”的品牌保护策略。该认证已在130多个国家注
册，形成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网，“品牌易受仿冒冲击，

中国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专属认证体系，将地域优势
转化为全球认可的品牌价值。”作为全球最大产茶国，
中国茶叶产量占世界 50%，技术、人力与规模优势显
著。尤其是抹茶及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已展现出从农
产品到消费品、文创品的转化潜力。

当下，年轻人更热衷于便捷化、健康化、社交化茶
饮。中国可依托现有技术，制定“全球适配”的产品策
略，让茶香飘向更多角落。斯里兰卡99%的茶产量为红
茶，而中国在特种茶领域潜力巨大，双方可建立产学研
协作机制，共享质量管控经验、认证标准与市场渠道，
凝聚行业合力，突破贸易壁垒与消费认知瓶颈。谈及
中斯合作，唐岚表示：“斯里兰卡愿以红茶为媒，与中国
携手，在坚守品质的基础上，让各自的‘特色’成为全球
茶业的‘共性’，这既是行业升级的路径，更是中斯茶人
共同的使命。”

当 2025第六届茶业大会首次落地贵州、落地铜
仁江口，这座集亿万年地质奇观与千年茶史底蕴于一
体的生态秘境，再次以茶为媒，架起中国茶与世界对
话的桥梁。

“‘梵净抹茶 香溢天下’，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感
受和美妙的体会。”贵州省茶叶协会副会长蒲蓉谈及
这张正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时，眼中满是热忱。

作为中国抹茶产业的核心产区，铜仁用数据诠释
“中国抹茶看贵州”的底气：2024年，全市抹茶出口总
量210吨，消费市场涵盖国内30余个城市、40多个国
家和地区，成为贵州茶产业“出海”标杆，产销量居全
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铜仁对“干净黔茶”的坚
守——从海拔千米的有机茶园到欧盟标准的清洁化
加工，铜仁始终将“生态”与“健康”融入每一片茶叶的
基因，正是“梵净抹茶”征服国际市场的核心密码。

蒲蓉希望以名片效应激活全域资源，让贵州以贵

茶集团等龙头企业为引领，推动全省茶园数字化管理
升级、抹茶专用品种选育，以及烘焙、茶饮、保健品等
深加工产品研发，让“干净黔茶”从“原料出口”迈
向“品牌出海”，成为全球消费者更健康、更美妙的
选择。

谈及抹茶产业未来，蒲蓉提出“科技赋能+持续
发力”双路径，在种植端，通过数字化茶园管理、品种
改良等技术提升原料品质；在工艺端，依托科研机构
攻关抹茶深加工技术，开发功能性茶饮、烘焙原料等
多元产品。她说，我们既要守护传统抹茶的文化根
脉，也要以科技创新赋予其现代生命力。

“这里的每一片茶叶，都生长在时光与自然的双
重馈赠里。”从深山云雾到国际餐桌，“梵净抹茶”的进
阶之路，正是贵州茶产业“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
以科技为翼”的缩影。

“当前新茶饮发展势头迅猛，也为铜仁带来宝贵的
发展机遇。”在完成“新茶饮发展”专题培训授课后，国
茶实验室创始人、《中国茶密码》作者罗军向记者分享
他对新茶饮行业的观察，以及铜仁抹茶产业所展现出
的独特魅力与巨大潜力。

当下的中国新茶饮行业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正以
“新食材、新技术、新视角”为核心驱动力，重塑传统茶饮
格局，更以鲜明的东方文化符号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
崭露头角，成为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茶饮
品类的发展中，抹茶类饮品是行业上的重点领域。罗军
认为，2024年堪称抹茶产业的爆发之年。抹茶凭借其独
特的风味，以及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健康属性、清新时
尚的色彩，吸引着众多消费者的目光，市场潜力巨大。

谈及铜仁抹茶产业崛起的关键因素，罗军提到梵
净山的重要作用。梵净山不仅赋予了铜仁独特的自然
地理优势，其高海拔、云雾缭绕、土壤肥沃的环境，为茶

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产出的茶叶品质上
乘。“梵净代表心灵最纯粹的东西。”他说，梵净山所传
递出的“做干净的茶、赚干净的钱、做干净的人”的理
念，深深融入了铜仁抹茶产业的发展之中。这种理念
不仅体现在茶叶种植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严格保护，
以及生产加工环节的高标准、严要求，也体现在企业的
经营理念和行业风气之中，成为铜仁抹茶产业区别于
其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昨天听到贵茶集团负责人说去年抹茶库存
全部售罄，销售成绩非常好。”罗军认为，作为铜仁茶产
业的龙头企业，贵茶集团从茶树种植、抹茶加工到市场
销售，构建起一套完整且高效的产业体系，让抹茶从传
统的茶饮原料拓展到烘焙、甜品、化妆品等多个领域，
不断提升“梵净抹茶”的品牌影响力。同时，铜仁依托
政府统筹规划、政策支持，结合先进的创新技术，充分
释放产业潜力，极大拓展抹茶的应用场景。

5月8日，第六届茶业大会在贵州铜仁开幕，贵州抹
茶产业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茶
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颜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贵州抹茶已具备全国领先的规模优势和技术积累，下
一步将重点聚焦消费市场拓展，通过政策支持、年轻化
战略和创新产业融合，推动贵州抹茶走向全球。

贵州抹茶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先进的加工技
术，已成为国内抹茶产业的重要基地。颜强介绍，贵
州的抹茶生产在原料种植、加工工艺和品质控制等
方面均达到国际水平，并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和行业
的高度认可。目前，贵州抹茶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
重要份额，还远销日本、欧美等高端市场。

“无论产业规模多大，最终都要回归市场。”颜强
强调，贵州正加快制定支持抹茶产业发展的政策体
系。据悉，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即将出台推动茶产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这将重点推动抹茶出口标准化建
设，优化检测认证流程，并为企业提供物流、税收等
配套支持，助力贵州抹茶更好地“走出去”。

“80后可能更习惯传统茶饮，但年轻一代的口味
正在重塑市场。”颜强指出，抹茶因其健康属性和多
样化应用，更符合年轻消费者的需求。贵州将重点
推动抹茶与新茶饮的结合，开发抹茶拿铁、抹茶冰淇
淋、抹茶甜品等创新产品，并加强与新茶饮品牌的合
作，抢占年轻消费市场。

除消费端创新外，贵州还计划推动抹茶与文旅、
酒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颜强表示：“抹茶不仅是一
种饮品，更可以成为文化旅游的亮点，甚至与贵州白
酒结合，开发特色茶酒产品。”未来，贵州将依托生态
和文化资源，打造抹茶主题体验馆、抹茶衍生品等，
提升产业附加值。

在全球茶文化交融的浪潮中，意大利茶
业与花草茶协会主席、国际慢茶联盟执行
主席马可·贝托纳，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茶
文化使者”。多年来，他始终以满腔热忱推动
着中西方茶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架起了一座
跨越地域与文化的桥梁。

铜仁，是一座与茶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承
载着5000多年的种茶历史，是中国茶树原产地
之一，是“中华生态文明茶乡”“中国名茶之乡”。

“从茶树到茶产业，这里有着悠久的历
史，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来建立联系。”他坚定
地表示，铜仁抹茶若想凭借“文化故事+生态
价值”的独特模式在欧洲市场崭露头角，就必
须深度挖掘自身文化特性。在他看来，铜仁
的千年古树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古老的

制茶技艺传承着世代茶人的智慧结晶，这些
都是铜仁抹茶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追寻历
史渊源，感受铜仁茶文化的多彩神韵，将成为
其在欧洲市场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马可·贝托纳说，可以通过国际慢茶联盟
平台，进一步推动铜仁抹茶品牌与欧洲本土
品牌开展联名合作，共同开发独具匠心的文
化创意产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必将把“梵
净抹茶”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传播到更多的
国家和地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领略到
抹茶的独特魅力。

在探讨产品品质与市场需求时，马可·贝
托纳着重强调：“质量、可持续性、公平性是消
费者在意的三个方面。”在他看来，茶叶的质
量绝非单一维度的概念，它不仅与产地的自

然环境息息相关——天气的变幻、土壤的特
质、茶树的品种……还与传统的加工方式紧
密相连。而可持续性，则是对自然与环境的
敬畏与守护，茶树生长于生态系统之中，要保
护好这一生态系统，减少化学物质在茶叶及
农产品种植中的使用，是实现茶叶产业长远
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平，更是不容忽视的重
要因素，种茶人是茶叶产业的根基，尊重他们
的劳动成果，保障他们的合理权益，是推动整
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坚实保障。

“铜仁茶产业发展有着正确的方向，也正
走在正确道路上。”马可·贝托纳坚信，凭借铜
仁深厚的茶文化底蕴、优质的抹茶产品以及
科学的发展策略，“梵净抹茶”定能在欧洲市
场乃至全球市场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将地域优势转化为全球认可的品牌价值
访斯里兰卡茶叶局副主任唐岚

解码“梵净抹茶”出海的文化和品质密钥
访意大利茶业与花草茶协会主席、国际慢茶联盟执行主席马可·贝托纳

贵州要以“梵净抹茶”破局全球茶市场
访贵州省茶叶协会副会长蒲蓉

新茶饮浪潮下“梵净抹茶”的崛起密码
访国茶实验室创始人、《中国茶密码》作者罗军

以创新融合撬动全球市场的“绿色密码”
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茶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

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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