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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抹茶：从隐形赛道杀出热搜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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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茶集团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

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九龙山茶叶公司负责人李小立的茶园。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摄

（上接1版）
改变，似乎势在必行。一项政策或许能

说明贵州发展茶产业的决心：2007年，贵州
推出了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留职带薪，
领办茶产业”的政策，鼓励文化程度高的农
业技术干部在茶产业中发挥带动作用。
2013年，贵州把茶园追到了 611万亩，一下
子成为了全国茶园面积最大的省份。起步
晚，茶园新，也让贵州茶产业天生就具备了
现代农业的基因。

作为贵州最大的抹茶企业，贵茶集团之
前就在给很多国际、国内的大客户供应原
料，对方做成了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等产
品。“但那时候我们没有打开社会知名度，只
是在隐形赛道、原料供应体系里有一席之
地。消费者吃这些产品的时候，并不知道其
中的原料产自哪里。”蒙祖德说，既然贵州提
出做干净茶，我们就要做到极致。贵茶集团
的抹茶产品严格按照欧盟检测标准，甚至有
的项目比欧盟标准还要严，“比如联苯菊酯
欧盟标准是30ppm浓度即合格，但我们会控
制得再低一些。”

高品质原料的底气和改变的决心，让贵
茶把目光瞄向了消费能力强的年轻人。抹
茶的可塑性很强，既有历史深处的回响，又
能迎合年轻人追求潮流的风尚。“年轻人没
有时间专门去茶室，或者在办公室里慢慢地
泡杯茶喝，而抹茶可以加到许多产品里直接
喝。这一新鲜事物，也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蒙祖德说。

更何况抹茶的产业链可以延伸得很长，
附加值特别高，这是因为它“万物皆可加”，

“不管是牛奶、冰淇淋还是饼干，什么东西里
都可以加点抹茶，它的应用场景特别多。”铜
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说，不仅后端附加值高，前端还省工省力。
抹茶比绿茶更适合用机械，茶青采摘用机械
的话，3个人一天就可以采 2500斤以上，采
茶的时候，两个人一人抬一边，像剃刀剃平
头一样推过去就好了。如果不用机械，则至
少需要15个人工。茶青下树率也提高了，
能达到95%以上，人工采名优茶，下树率能到
40%就不错了。茶农的收益也高，哪怕一天
只采1000斤，按每斤 0.35元的价格，一天就
可以赚350元。

2017年，贵茶集团从贵阳市迁到了江
口县，并在这里建成了年产 4000吨的全球
最大抹茶精制单体车间，进军抹茶产业。这
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作为 2007年开始大
面积种茶的新茶区，江口县急需有实力、有
资源的投资者。“当时县里下决心发展抹茶
产业，去了很多地方考察，还把全县几乎每
个乡镇的土壤都送去抽样检测，就想看看哪
个区域的土壤最适合种茶。”张明生说。

种出抹茶好品质

贵茶集团之所以选择江口，一方面是这
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江口地处北纬 27
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的无霜期接
近 300天，日照时长则在1300个小时左右，
年降雨量在1200毫升左右。

梵净山也主要坐落在这里，哪怕在县城
内走走，也抬眼可见山。“高海拔、低纬度、多
云雾、寡日照”，再加上森林覆盖率高，昼夜
温差大，这些都为茶叶中营养物质的生成和
积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未被破坏的生物链让“以虫治虫”有了实
现的可能。“我们全省的茶园都禁用包括草
甘膦在内的100多种农药。”张明生说，土壤
类型上，江口主要是黄壤和黄棕壤，特别肥
沃，有机质含量高，pH值在 4~6.5之间的微
酸性土壤非常适宜茶叶的生长。

贵茶集团选择离开贵阳，另一方面也是
想要更加靠近产地。比如江口县盘坝镇的
500多亩茶园，就是贵茶的原料供应基地之
一。茶园主人、江口县九龙山茶叶公司负责
人李小立，原本是江口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
艺师，当年就是响应了“留职带薪”政策，一
头扎到抹茶产业的。但并不是说，下了这个
决心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前四年，李小立没
有一点收入，全是投入，三四百亩地每年都
要投大几十万。虽然那几年自己的生意不
如意，但看到农民赚钱了也觉得值了，“那时
候我一年支出的劳务费就有五六十万元”。

在茶园的选址上，李小立颇费了一番功
夫。“除了考虑土壤的酸度，还有它的通透
性，满足这两个要求的地方，茶叶的长势就
会好。”李小立说道。他自己的茶园土壤条
件很好，“在一个老油茶区里，土壤酸碱度适
宜种茶，旁边还有松树和杉树，这些都是适
宜种茶的地面指示物。另外这里的地含沙
质成分，疏松透气。”

他的茶园以欧盟标准来管护，毕竟，好
的原料直接决定了抹茶产品的质量。比如，
茶园要遮阴覆盖。这样随着直射光线的减
少，茶叶木质化速度在减慢，叶绿素在加快
合成，叶片就会保持住油润、翠绿和嫩度。
覆盖的时间也大有讲究。“要在春天，茶叶芽
头发到两叶一芯的时候覆盖，一直覆盖到茶
叶开始转绿，时间大概是20天。”李小立进一
步解释，之所以要把握好时机，是因为茶叶
要及时采摘，否则茶青就会变老，加工的茶
叶黄片较多。遮阴覆盖的措施把香气也聚
拢了起来，从而形成了特定的“覆盖香”。“这
是因为覆盖后有利于氨基酸含量的大幅提
升，茶多酚和咖啡碱含量则持续下降。关键
成分的变化会使抹茶的鲜爽度提高，苦涩感
降低，从而形成芳香味道。”

这样的状态持续 20多天，直至 4月下
旬，密集发芽的嫩叶已经长至二三十厘米
高，茶园便进入了机采的阶段。无论是双人
的手持设备，还是单人的乘坐式机器，采摘
环节都充分体现出抹茶的规范化操作流

程。“要采大约五厘米高的嫩叶，也就是两三
片叶子的量，留到明年会从割断的这里再发
出好多芽头。”李小立说，只要控制好了下面
的距离，机采就是纯力气活了。

此外，为了达到满足出口的欧盟标准，
施肥只能用有机肥和含氮高的复合肥。施
肥也要施得恰逢其时，“比如越冬肥要在
10月底完成，因为这时正值茶树根系活动
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吸收营养的时
候。”农药只能用生物型的，配合杀虫灯和
诱虫板等物理防虫害手段。除草剂是绝不
能用的，一年四次全靠人工除草。李小立
说，光是每年除草的人工费，一亩就要花几
百到上千元。

在品种选择上，李小立的茶园主要种植
的是“福鼎大白”和“龙井43”，它们持嫩性高、
富含营养物质、香气浓郁，非常适宜生产优质
抹茶，但又各具优势。“福鼎大白”的种植面积
更大一些，因为它的适应性很广，抗病性和抗
凝性很强，氨基酸和叶绿素含量也很高，因此
产量就高，一亩地能达到1000斤左右。“龙井
43”虽然抗病性差一些，但它的味道十分清
香，颜色翠绿翠绿的，放在鼻子下面吸一口，
感觉心里的褶皱都能够被抚平。

炼出抹茶真原料

杨建中则是 2018年响应“带薪留职”政
策，投身茶产业的。现在，他在贵州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开了贵州最大规模
的碾茶厂——瓮安县花竹茶业有限公司，进
行抹茶初级加工生产，给抹茶企业供应抹茶
的原料茶碾茶。“当年看到新闻里说省里出
了这个政策，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当时也没想太多，没考虑到风险什么的，否
则可能就干不成了。”

杨建中觉得当时政府给的政策很优惠，
所以要充分利用这个政策把茶山办大，“别
人只租最低限的 50亩土地，我一下就要做
1000亩。”杨建中说，2010年，瓮安县给“带
薪留职”干部办的茶园每亩补贴 1050元，

“基本上茶山的管护、买茶苗和雇挖机来挖
土的钱都够用，自己只要支付雇人的工资和
每亩10元的荒山租赁费就可以了。”但要做
1000亩茶山，自己需要花 50~60万元，这对
杨建中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没有资产作
抵押，很难在银行贷到款。后来是利用了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给农民 5万元的贷款额度，
让我的四个兄弟一起帮我满额贷款，从20万
元资金开始起步的。”杨建中说。

“我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人家也是看
重我碾茶的质量好。”杨建中说，加工环节最
重要、技术难度最高的是蒸汽杀青。杀青要
经过高温，迅速钝化它的酶促反应，以锁定
茶叶的叶绿素等营养物质不会过快流失。

“杀青的度非常难把握，杀得透一点，轻一
点，还是少一点，都会影响茶叶的评级。这
是实实在在会影响到价格的，本来150块钱
一斤的，最后可能只能卖 70 块。”杨建中
说。其次就是加工各环节温度的控制，“要
根据鲜叶的现状，含水量多少，来调整最适
宜的温度。”为了保证温度的稳定，他花了
100多万元从县城引了一条专门的天然气
管道到厂里来，“为的是实现天然气稳定供
应。原来设备是用电的，一旦电压不稳，温
度就会出现变化。”

碾茶是最大限度锁住鲜叶色泽和味道
的过程。既要争分夺秒地与树叶不停的发
酵竞赛，又要小心翼翼地在温度过高和不足
中间寻找到平衡，让茶叶在彻底烘干之后，
依然保持住它在茶园出品时，从颜色到内含
物质上的高品质。杨建中告诉记者，制作碾
茶时，需要茎和叶分开，不追求形状，不追求
光泽，更加注重颜色和香味。

杨建中每年都会用一个新的笔记本，记
录下与自己签约的茶园每个阶段的数据内
容，“到时候这就会成为一个排班表，我们会
计划好哪家茶园在哪一天的什么时候采摘，
相互调配开，以免撞在一起，生产线来不及消
化，导致鲜叶品质下降。”杨建中除了会用到
自己茶园里的茶青，也会收购符合条件的其
他茶园的原料，这样抹茶企业就通过碾茶厂
与诸多茶园建立了合作关系，以较少的资金
占有了更大的产量而且灵活，这样无论对企
业还是对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发展都是好事。

相比之下，茶园在议价环节上就非常被
动。李小立一直在呼吁碾茶企业提高高品
质茶青的收购价：“江口这边茶青的收购价，
无论品质，每斤只给固定的较低价格。我一
亩茶园的管护成本至少要2500元，如果没管
好，茶青产量低的话，卖给碾茶厂肯定要亏
本。如果按照理想状态，每斤收购价提高
1~2元，就会大大提高茶农的积极性。好好
管护茶园的话，一亩地每季产茶700斤，春茶
按照理想价格来收，加上夏秋茶，每亩茶青
一年的毛利可以达到六千多块。”

李小立一直强调，只有茶农种出高品质
茶，碾茶厂才有可能生产出高品质碾茶。8
斤鲜叶产1斤碾茶，原料成本很容易算得出
来，如果做成四级碾茶，企业的利润是很高
的。但如果是按低价收，茶农交出来的是低
品质茶，原料成本虽说省了10块钱左右，但
六级茶的收购价会比四级低很多，算下来肯
定没有做高品质茶有赚头。

拼出标准抹茶香

当春茶终于制作成碾茶，进入到抹茶企
业的生产车间后，距离它成为抹茶产品，仍
需要再等待几个月的时间。贵茶集团负责
生产管理的副总华连著告诉记者，茶青马不
停蹄地制成碾茶后，接下来倒是要慢慢来
了，“在冷库里至少存放三个月的时间，它的
内含物质会进一步变化，呈现出更浓郁的清
香。这有点像酿酒，酒存放一段时间后，酒
香会更醇厚。”

为保证品质，在入库前，公司的评审小组
会对碾茶从色、香、味三个维度进行盲审和评
级。华连著介绍说，“色”指的是碾茶干片所呈
现的绿度和颜色的匀整度。匀整度一定是越
高越好，那些黄片很多的碾茶评级一定不会
高。绿度则分为翠绿、深绿、墨绿和黄绿等不
同维度，其中翠绿是评级最高的。

“香”则指碾茶中散发出的香气，抹茶最
标志性的味道是它的“覆盖香”，除此之外，
还有清香、茶香和生青味三类。根据抹茶不
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会选择不同香气的抹
茶，有的饮品或是烘焙品牌，就会选用茶香
味更重的。

至于“味”指的就是品尝时的滋味。“最
好的滋味当然就是‘鲜爽’了。”华连著说，鲜
爽是一种入口如鱼汤和鸡汤般的鲜味，“鲜
而且带甜感，这是最高等级。”老一些的茶青
制出抹茶，滋味中会出现茶的厚重感。而那
些加工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则会苦感和涩感
味道较重，这些都不是抹茶最标准的味道。

为了生产出最标准的味道，最核心的技
术还是拼配。在拼配之前，不同批次的碾茶
原料会根据色泽和香气等，被大致归为若干
类，称为“合批”。将不同批次的原料均匀地
混合后再加工，以保证成品质量稳定。这个
过程，就是拼配。

华连著解释道，之所以要拼配，是因为
准备进厂的茶叶来自不同的批次，和不同的
生产时间，所以品质不同。就像蔬菜一样，
刚摘下来的时候最新鲜，过了几天就老了。
但是消费者希望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
是稳定的，“就像我希望今年喝到的茅台，和
明年喝到的茅台的口感是一致的”。人们对
某种味道的记忆形成了之后，是不会轻易改
变的。为了让消费者“记忆中的味道”永不
褪色，就要进行拼配。

在确定拼配方案之后，碾茶就会进入到
可供访客隔着玻璃参观的精制、灭菌和磨粉
等车间的流水线作业中，最终成为各种抹茶
产品。碾茶经过球磨机的物理研磨，粒度能
达到800目以上，也就是抹茶D60（累计分布
60%的粒径）低于18微米。“800目也是抹茶
的国家标准，从它的色香味和营养成分的平
衡性上考虑，800目是最合适的。如果打磨
得更细，人体会更好地吸收其中的营养物
质，但损失的是抹茶的色泽。”华连著说。

就在全产业链从业者对质量精益求精
的打磨中，2023年，抹茶终于火了。蒙祖德
觉得很幸运，“很多餐饮和食品企业我们一
直跟，好几年过去了，他们始终反馈说，不知
道抹茶该怎么用。但到了2023年初，我们发
现‘小红书’上抹茶的内容从原来的100万
篇，一下子增长到了 300万篇。2023全年，
江口县抹茶的销售量突破了1000吨。”

杨建中则马不停蹄地扩大规模，他去年
的 4条生产线一共生产了 240吨碾茶，在遍
布全省的 60多家碾茶供应商中排名第一。
今年他又添了 2条生产线，预计将生产 300
吨碾茶。“连抹茶企业都劝我不要冒进，但我
认为，只有做大才能具有竞争力，哪怕有一
天市场不好了，也只有大企业能活下来。”杨
建中说，促使他决心加大生产规模的，还有
抹茶企业在收购原料时的积极态度，“他们
虽然不会明说，但我原料还没交，他们的销
售款就已经足额打过来了。这就说明抹茶
在市场上一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想抓
住这难得的销售机会。”

市场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小红书”
上越来越多的抹茶分享，抹茶企业不断增
加的订单，还有杨建中提前收到的货款，都
在无声地说明一件事：贵州抹茶，真正被看
见了，也被接受了。它不再是藏在冰淇淋、
蛋糕背后的“无名原料”，而是带着“中国抹
茶之都”的印记，以过硬的干净品质和多样
的应用方式，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并赢得
了挑剔味蕾的认可。故事才刚刚开始，故
事未完待续，我们希望，之后翻开的每一页
都会很精彩。
（原刊于2025年6月6日《农民日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