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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庄嘉瑜文/摄
5月 23日，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

博览会（以下简称“茶博会”）步入尾
声。期间，参展的台州茶企既遇见了
老客户，也因茶结识了新朋友。

仙居县天顶林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胡慧亮是茶博会的“常驻嘉宾”，
他说，来茶博会的人越来越多，知道
台州茶叶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台州学习茶艺的安徽姑娘安
琪深有同感。“以前，到外面交流茶
叶，别人一旦知道我从台州来，总会
问一句台州有好茶吗？现在不一样
了，台州的茶产业越做越好，比如，
2022 年‘浙茶杯’金奖红茶的前两
名都是台州茶企，慕名买茶的人很
多，作为一名台州茶人，我越来越有
自信了！”

那么，台州的“茶路”为何能够越
走越宽？

调整销售策略，迎合年
轻人喜好

“抹茶提拉米苏怎么卖？”“扫
二维码，上我家抖音首页买！”5 月
23 日，不少年轻人围在“初透”展
位，试吃抹茶提拉米苏后，纷纷想
要购入。

在茶博会现场，除了抹茶提拉米
苏，还涌现出冻干茶粉胶囊、茶精酿、
鸭屎香冰激凌、白茶护手霜等各类茶
衍生品，让大众看见一片茶叶演化的
无限可能。

以果溯因，不妨将其视为茶企拥
抱年轻消费群体的变通——

台州展区内，浙江照远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照远农
业”）展位上摆放着包装精美、色彩鲜
艳的小罐茶，或通盒抹茶色，或枫叶
红、青绿、乳白等颜色混搭，一眼望去
煞是好看。

“除了红罐子装红茶，其余都装
着白茶，包装颜色丰富，能给年轻人
更多的选择。”“照远农业”总经理王
文平介绍，喝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为了跟上他们的喜好，公司研发出便
携的小罐茶。

“照远农业”是产销一体化企业，
该企业的小罐茶售价比市面价便宜
40%左右，一罐茶能冲泡 3 次，满足
3—4人共饮，高性价比吸引不少年轻
人购买。

天台县寒山居家庭农场也在性

价比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我们原来
成立了天凤山品牌，卖高端黄茶，考
虑到价格因素，另外成立了寒山居品
牌，从茶农手中收茶制茶，成本下降
后，定价也低了。”天台县寒山居家庭
农场从事销售的罗慧说。

此外，天台县寒山居家庭农场历
来以线下实体店加线上淘宝店的方
式销售，由于抖音风靡互联网，年轻
群体已是短视频深度用户，罗慧也将
卖茶阵地延伸到抖音。

“茶二代”接力，带来新气象

台州茶文化源远流长，不乏老牌
茶企，而“茶二代”的接力，让传统茶
业“老树开新花”。

“90后”青年齐宇鹏曾就读广告
专业，在承继父业，上任浙江天一茶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后，将所学用于茶
叶包装设计，尝试做年轻化、简约化
的新包装。

“原来一罐茶叶 125 克，比较适
合放在办公室喝。为了让茶叶的消
费场景更加多元，新包装采用茶盒
形式，一盒内装有 5 罐 50 克茶。”齐
宇鹏说。

同为“茶二代”，临海市白岩山茶
叶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张文娟则让自
家茶叶走上了“品牌化”道路。

“我们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
茶叶生意，做了 30年低档茶，我接手

时，茶叶批发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
非常薄，就开始转型做中高档茶。”张
文娟说。

2005 年，临海市白岩山茶叶专
业合作社成立，张文娟开始着手
做品牌茶叶，将主营的白岩山茶
研发出“碧谷”“臻绿”两大品牌，
按照价位配以罐装、盒装、袋装等
不同包装。

从低端茶走量到高端茶讲品质，
该合作社生产的白岩香茗、高绿、炒
青等绿茶产品已走出台州，销往宁
波、上海、江苏等地。

“硬核”品质，吸引品茶行家

“我对‘羊岩勾青’可以说是情有
独钟，20年前，我在朋友那喝过一次，
至今都忘不了它独有的栗香。”奔着

“羊岩勾青”，从事茶叶生产加工46年
的余建成特地找到临海市羊岩茶厂
展位。

“羊岩茶是我们特有的品牌茶，
从 50 元一斤的低端茶到 9800 元一
斤的高端茶我们都有售。”临海市羊
岩茶厂办公室主任朱青松说，茶叶
价格高低取决于前期原料，通常情
况下，一芽一叶用于高档茶，一芽二
叶用于中档茶，后期加工工艺并无
太多差别。

朱青松透露，为了保证茶叶品
质，他们很早就开始自主研发茶叶加

工机器，涉及茶叶冷却装置、回潮装
置、针条形茶叶炒制机等。

“市面上的茶叶加工机器适用
于大部分茶叶，但是我们要做勾曲
形茶叶，这些机器并不是完全适合，
拿到手还需要自己花力气改造，不
如用自己研发的机器，既方便又实
用。”朱青松说。

“逛了这么久茶博会，我最满意
你们家的茶。”“你们家茶怎么卖？我
想长期从你家拿货。”……

在茶博会期间，凭借茶叶过硬的
品质，三门绿毫茶叶专业合作社收获
不少茶叶专家的好评。谈及茶叶品
质，该合作社理事长胡善树认为茶叶
生态配套决定了茶叶品质。

“ 种 植 茶 树 的 山 不 能 完 全 种
满，必须要留出一部分，另外还要
种植树木来为茶树挡风，做到留水
保土，不要去破坏山里原有的自然
环境。”胡善树说，就拿老树白茶举
例，它生长在山顶，采了半个月才
有 50斤干茶。

“根本忙不过来，光泡茶的矿泉
水就用了 4箱。”5月 23日下午，该合
作社展位前人头攒动，一批浙江大学
茶学系研究生围坐品茗。

胡善树带去参展的茶叶供不应
求，老树白茶和白牡丹很快售罄。“学
生们尝过茶之后都夸好，带来的茶叶
不够卖，他们很高兴能每人分到半斤
茶。”胡善树说。

台州的“茶路”为何越走越宽？

浙江照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小罐茶引起顾客兴趣。

沈海洲

近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坚持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做“低端产业”
简单退出。

制造业是台州的立市之本，以往
我们论及台州制造的短板时，经常说
的一句话是“传统产业的比重偏大”。
这种说法的另一面是传统产业仍然是
台州制造的支柱、家底。“传统产业不
等于低端产业”的论断体现了实事求
是的态度，是对片面将传统产业与“落
后”“陈旧”“衰败”等词汇捆绑在一起
的错误认识的一种纠偏，也是给正在
爬坡过坎的传统产业打气、鼓劲！

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固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如果将传统产业当做“低端
产业”简单退出，就会带来就业困难、
税收减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更坏的
结果是，新兴产业没有兴起，传统产业
也消失了，这就陷入了产业空心化。

坚持推动传统产业在产业链条
升级、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
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体量上看，传统产业在国际产
业分工体系中具备很强的比较优势。
以台州的塑料制品为例，它当然是传
统产业，但是通过材料升级、设计赋
能、智能化嫁接完全可以使产品的附
加值大幅提升，而且这是一门永不落
幕的生意。

从与新兴产业的关系上，传统产
业是基础，扮演着“哺育者”的角色，
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动能可以从传统
产业的改造升级中获得更多用户和
原材料支撑。以台州的医化行业为
例，目前的优势还在于原料药、仿制
药，但是有着这个基础我们才能朝着
片剂药、创新药方向发展。

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风起
云涌，发展新兴产业是大势所趋，处
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关
系，就是坚持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
举，做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这两篇大文章，我们定能
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实现“制
造之都”的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先
发展。

传统产业不等于
低端产业

台传媒记者周丽丽文/摄
台州人追着太阳种西瓜的能力

有口皆碑，台州瓜农的脚步跨遍全国
各地。那么，你知道台州本土西瓜啥
时上市吗？没错，就是当下。5月下旬，
路桥黄琅等地头茬西瓜已经大批量
上市了！

随着科技和运输技术的发展，
台州市面上好像一年四季都可以

吃到西瓜，有时很难分清西瓜真正
成熟的季节。抛开大棚里种植的西
瓜，一般情况下，西瓜自然熟的时
间在 5 至 9 月份。西瓜成熟的快慢，
受温度、光照强度和时间的影响。
从地理位置和海拔看，南边比北方
早成熟。

“台州市面上最早上市的西瓜来
自海南，在4月左右就上市了，而台州
本地西瓜会晚一个月左右。现在市面

上的本地西瓜是新鲜出炉的头茬
瓜！”在农港城做了十多年西瓜批发
生意的刘斌说，在现代技术条件下，
西瓜一年可以种两茬。“现在就是头
茬瓜成熟的时候，皮薄个圆、口感爽
脆、甜度适宜。下一茬的口感会稍差
一点。”

目前，市场在售的主要是本地
和江苏等地的西瓜。在农港城西
瓜摊位上，一个个滚圆、翠绿的西

瓜 摆 在 一 起 ，批 发 参 考 价 2.2-3.0
元左右 /斤。刘斌说，这本地的头茬
西瓜可以吃一个多月，陪伴大家
度过热浪。

当下，本地西瓜上市多，但吃瓜
群众更多。

“丫果香果业”的负责任人王
先生表示，目前一天可以卖出去
二三吨西瓜，销售量比前一段时
间增加 50%左右。“现在本地西瓜
量多，但吃瓜的人更多，有时都不
够卖。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价格还
略有上涨。”

另外，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今
年本地西瓜的品种也有所增加。其
中黄皮西瓜就是最吸引眼球的一
种。王先生表示，黄皮西瓜质地比较
细，口感更加沙脆，汁多、皮薄、糖分
高，比一般西瓜好吃。“前一两年，台
州黄琅等地少量种植，很多人还把
黄皮的西瓜误认作甜瓜，而今年已
经大量上市。”

据了解，成熟后的黄皮西瓜，
皮薄瓤甜，重量可达五六公斤。与
众不同的颜色使得黄皮西瓜一上
市就备受青睐，每公斤售价高出普
通西瓜近一倍。但是对于喜欢尝鲜
的台州人来说，这种西瓜今年的销
量非常不错。

同时，还有一种绿皮黄瓤的西
瓜也得到不少人的喜欢。据一些卖
瓜大户介绍，绿皮黄瓤的西瓜口味
醇正清甜，仿佛冰淇淋般入口即化，
被不少市民称为“冰淇淋西瓜”，成
为今夏的网红西瓜，吸引不少市民
下单订购。

本地头茬西瓜大批量上市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5月 19
日下午，在浙江耀达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温岭市松门镇14家自动化
流水线企业的共同见证下，台州第一
技师学院与企业“娘家人”松门镇商
会签订商校合作框架协议，通过人才
共育，为商会会员企业输送更多高素
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助推企业
高质量发展。

电子机械行业是松门镇的传统
产业，有规上企业47家，其中智能生
产线（流水线）行业是该镇的特色行
业，也是该行业在温岭的发源地。今
年一季度，松门镇商会专门对会员中
的自动化流水线企业开展用工调查，
相关企业都反映技能型人才缺乏，希
望商会帮助企业引进更多优秀的技
能型人才，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作为企业的‘娘家人’，我们商
会想到了通过与院校搭建平台，实现
技能型人才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松门镇商会会长梁新方说。

坐落在温岭市城北街道的台州
第一技师学院成了商会的首选。该学

院目前开设信息服务、智能控制、应
用设计、精密制造等四大专业，生源
大部分来自温岭。在当地镇政府的牵
线下，该镇商会与学院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协议规定，台州第一技师学院
和松门镇商会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
探索新型商校合作模式。

台州第一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陈
文云介绍，商校合作机制建立后，将
加强数据对接，信息互通，优先向各
企业推送优秀技工到企业实习。同
时，可以开设“订单班”，专门围绕企
业需求开展科研合作和人才梯队培
养，实现人才共育。

据了解，为加强企业人才引进，
松门镇近两年成功对接省级人才项
目、申报台州市“500精英计划”、落
地领办人才项目、创建省级博士后
工作站等。4月份，该镇又组织商会
会员企业远赴湖北民族大学，建立

“湖北民族大学——松门人才输出
工作站”，并签订“一镇一校引才工
作站共建协议”，为招引优秀人才搭
好平台。

松门——

“娘家人”搭台
助企业发展

5月27日，在三门县健跳镇小蒲村葡萄种植基地，村民通过直播向买家推
销自家优质葡萄。眼下正是葡萄成熟采摘的季节，在三门县的葡萄种植基地，
果农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还足不出户将新鲜的葡萄销往
全国各地。 台传媒通讯员林利军摄

5月28日，在杭温铁路仙居站项目现场，中铁建工集团的建设者正在抓紧
施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杭温铁路是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长三角经济区连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便捷通道，也是连接长江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通道。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仙居仙居：：铁路车站建设提速铁路车站建设提速

葡萄葡萄““云云直播直播””

批发商在农港城批发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