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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茶园村：
蔬菜直营店开到中心城区

近日，在南川区冷水关镇茶园村冷钰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有村民正在大棚里管护茼蒿，另一边的露天
菜地里，有人正在采收小白菜。“蔬菜直接拉到城区直
营店售卖，利润还不错。”合作社负责人徐国福介绍。

为何舍近求远把蔬菜运到城区卖？
徐国福说，把蔬菜销往中心城区，虽然路程远，但

市场大，销量也大。此外，通过直营店卖蔬菜，省去了
进入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摊位费、人工费的支出，菜
品的价格比农贸市场同类蔬菜便宜不少，且蔬菜新鲜，
很受城市居民欢迎。

这是时下流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社区居民“农
社对接”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从菜园到菜篮，从田
地到餐桌”，每天下午蔬菜销售高峰过后，直营店会对
各类蔬菜销售情况进行统计，再结合前期所做的市场
调查，作出第二天需求情况的预测。需求信息通过网
络传送到蔬菜基地，基地根据需求信息组织人员下地
摘菜，之后再由基地物流车运到直营店，市民在社区门
口就能买到新鲜蔬菜。

据介绍，已有不少区县的各类合作社在中心城区设
立了直营店，将特色农产品第一时间送到居民购物篮。

南川融媒体中心 黎明

酉阳
投放螃蟹种苗开启“水上春耕”

近日，酉阳黑水镇黑水村智慧化稻蟹养殖基地完
成9万多只螃蟹种苗的暂养池投放工作，待5月完成
秧苗栽种后再将蟹苗投放到农田，实现稻蟹共生一田
双收。

据介绍，酉阳累计投入鲁渝协作资金1200余万
元，在黑水、花田、兴隆、酉水河等7个乡镇建成9个稻
蟹综合种养基地2600余亩，利用山东东营市的黄河口
中华绒螯蟹市场优势、技术优势、良种优势，在环境气
候适宜的酉阳推广稻蟹共生种养模式。前段时间投放
螃蟹种苗，被当地人称为“水上春耕”。稻蟹共生种养，
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成为群
众增收的新路径。

今年，酉阳将集中力量适度扩大养殖规模，在腴
地、板桥、泔溪镇等乡镇新建养殖基地6个，产业面积
将达到3500亩，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的有机统一。

黔江融媒体中心 储潇

綦江
扩大大豆玉米高粱带状复种面积

“玉米、高粱属于高秆作物，有较强的遮阴效果，要选
择耐密植、半紧凑型、耐干旱的品种，大豆要选择耐阴的
品种，保证不减产……”3月24日，在綦江东溪镇永乐村
的大豆玉米（高粱）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现场培训会上，农
技人员从品种选择、种植要求等方面进行细致讲解。

带状复合种植是对传统间套作的改良升级，去年
綦江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6000亩，平均每亩
增产约500元。今年，当地继续布局复合空间，提高土
地产出率，力争实现玉米高粱不减产、大豆产出量较去
年增长10%的目标。

“我们对复合种植技术一直很感兴趣，今年推广的
小型播种机很适合于丘陵山地地形，单人操作，一天能
种10亩左右，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节约了成本。”重庆
市怀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胡刚在学习观摩后表
示，他们今年将进行100余亩的复合种植试验。

据悉，今年綦江区将在东溪、石壕等街镇继续推广
大豆玉米和大豆高粱带状复合种植17800亩。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沙坪坝
推广加厚和可降解地膜

随着春耕生产推进，沙坪坝区供销社近日走进种
植基地，推广加厚和可降解地膜示范应用，从源头减少
农田“白色污染”。

农业生产离不开农膜，但回收不干净就会对土壤
造成污染。农膜回收事关农业绿色发展，近年来，我市
加大农膜回收力度，同时利用财政资金大力推广加厚
地膜以及全生物降解地膜，从源头减少农膜残留。

位于回龙坝镇五云山村的冠科农业专业合作社，
是沙坪坝区供销社今年着力打造的示范点。合作社负
责人周旭表示，2021年曾试用过30亩全生物降解地
膜，其保温保水能力明显优于普通地膜，提高了作物产
量，抑制杂草效果也不错，同时也降低了捡拾农膜的人
工成本。

“冠科合作社地块连片、平坦，示范效果较好，我们
今年还将在这里推广250亩加厚和可降解地膜。”沙坪
坝区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内，该区将在回龙坝
镇、中梁镇、凤凰镇、歌乐山街道、丰文街道等5个涉农
镇街示范推广加厚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实现田间减

“白”护“绿”。
沙坪坝融媒体中心 喻庆

记者手记>>>

巴南王家村：
草莓采摘50元一斤

在巴南区丰盛镇王家村梅溪河草莓采摘基地，有
红颊、白雪公主等多个品种可供采摘。

基地采用农家土肥种植，灌溉采用高山山泉水，草
莓味道香甜，果实大、口感好。游客入园不收费，采摘
价格为50元一斤。

联系人：林老师；电话：18679247979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春暖花开，茶树上舒展的嫩叶透出活力
清新，散发淡雅芬芳。处于萌发初期的茶叶，
芽叶细嫩、色翠香幽，风味最佳，又因产量有
限，故而身价倍增，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

面对这口最鲜嫩的“春天味道”，早已口
齿生津的爱茶之人定要争相尝鲜。各个茶企
也摩拳擦掌，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众
多春茶产品涌入消费市场。一时间，乱花渐
欲迷人眼。

这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规模效应、品
牌效应都不算强的情况下，重庆茶产业如何
寻求突破？

鲜——用茶旅融合带动销售

3月14日，永川区何埂镇石笋山景区，千
亩茶园里，头戴草帽、手挎竹篓的茶农指尖飞
舞。

当春日踏青的旺盛需求遇上春茶开采，
近期，石笋山上游客如织，高峰时段一天接待
了十余批研学团队。采茶、制茶、品茶，恰逢
时令的茶旅活动，在传播茶文化的同时，极大
带动了茶产品的销售。

永川与茶，有着深厚的渊源，茶叶的种
植、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上世纪
50年代，四川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现市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迁址于此，致力于种茶和
制茶的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

进入新世纪，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市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决定推动永川秀芽向中高
端名优绿茶转型，并致力于针形茶制作工艺
的研究。通过政府推动、市场推广，永川秀芽
逐渐在重庆声名鹊起。

但从全国来看，初出茅庐的永川秀芽无
法与西湖龙井、碧螺春等一众知名品牌抗衡，
石笋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蔡丽对此有
切身体会。

以往每到春茶开采之际，为了给茶叶找
销路，蔡丽都会找寻大经销商谈合作，在推
介自己产的“云阖”牌永川秀芽产品之外，更
多的是接一些鲜叶订单或者代加工业务。
很快这些原料和加工品就会被贴上西湖龙
井、碧螺春等品牌，身价倍增，令她倍感无
奈。

事实上，在全国茶叶市场供大于求、品牌
竞争力又不够强的现状下，这也是重庆不少
茶园共同面临的困境。

为了打响茶叶品牌，2003年，永川率先
刮起了茶旅“风”，依托茶园风景，推出“茶”主
题品牌节会。从永川茶旅文化节到斗茶大
会，每一次活动都成了宣传永川秀芽的“窗
口”，吸引消费者走进茶园，了解永川秀芽，从
而购买永川秀芽。

蔡丽也紧跟形势，对茶园进行配套打
造。“大家走进茶园后，能对产品有更直观的
感受，自然就会产生购买激情，许多平时不喝
茶的也都会买一些带走。”蔡丽说，通过接待
团建、研学等文旅活动，如今每年带动散茶销
售10多万斤，茶叶的价格也得到提升，产业
链的延伸让茶园亩产值已从3000元提升至1
万元左右。

在国内知名茶媒体——茶语网创始人张
阳看来，茶叶本身就是地域属性较强的产品，
尤其是对绿茶而言，重在一个“鲜”字，更应该
深耕“根据地”市场，抢“鲜”上市。“不可否认，
品牌效应能给茶产品带来极大增值，但品牌
也是需要花时间、资金积淀的。本地市场都
没做好，何谈‘墙外香’？”他直言。

近年来，巴南、南川、秀山、万州等茶产
区，陆续推出了茶旅融合线路，无疑对地产茶
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但张阳认为目前普
遍存在后续跟进乏力的问题，“游客购买产品
后，还需通过售后服务增加消费黏性，建立起
长期购买关系。”

特——打好自己的“牌”

除了绿茶这一主打产品之外，重庆还有
南川古树茶、沱茶、老荫茶等一众特色茶产
品。张阳认为，突出特色也是重庆茶叶产业
未来可以突破的方向。

重庆茶业集团董事长张节明也认同这一
观点，尤其是说起沱茶时，他略显激动：“重庆
的沱茶历史上是比较有名的，还在国际上得
过金奖，紧俏的时候还得凭票才买得到，每个
人每月配额最多2两。”

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重庆沱茶，脱胎
于云南下关沱茶，不同的是，虽都是紧压茶，
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西南地区的茶原
料云集重庆茶厂，因此重庆沱茶采用多个产
区优质茶叶制成，属于上乘紧压茶，香味醇厚
且带有回甘。

对于川渝老茶客而言，沱茶可谓承载了他
们大半生的茶饮记忆。由于十分耐泡，一个大
茶杯，丢上一块沱茶，往往就能喝上一天。

虽然后来受市场经济冲击，重庆沱茶逐
渐没落，但它仍是极具代表性的重庆茶产品，
至今受到老茶客们的喜欢，不仅销往全国各
地，还出现在了机场、酒店、景区。我市也提
出复兴沱茶，多个茶企纷纷行动，其中就包括
重庆茶叶集团。

张节明说，重茶集团秉承重庆沱茶的生
产技艺，重新开发沱茶产品，并结合重庆的旅
游业更多赋予它旅游商品属性，做成伴手礼
投放至解放碑、磁器口等旅游景区的特产商
店，受到游客喜欢。如今，重茶集团每年销售
沱茶产品10万斤左右。

“但沱茶品牌要做起来，未来还要在产品
上进行优化。”张节明说，虽然目前老茶客们

喜欢饮用、收藏沱茶，但老沱茶太浓，不符合
年轻消费者的口味，“新沱茶应该抓住更多消
费受众才能赢得市场。”

与沱茶一样，作为重庆火锅最佳CP的老
荫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茶叶，但作为茶类饮
品也极具重庆地域特色。

由于具有清火作用，老荫茶不仅可作茶
水用，还可作加汤的底料。重庆火锅的“流
量”，成了老荫茶发展的天然优势。

此外，南川金佛山的野生大树茶群落，是
国内茶树资源的宝贵原始材料，此间诞生的
南川古树茶也独具特色。

“重庆完全可以利用本地特色茶文化、资
源，打好手上的牌，做到人无我有。”张阳说。

茶+——开发茶产业周边产业

中国深厚的茶文化，让茶产业除了茶叶
之外，还衍生出许多形态，如茶馆、茶器等等，
它们对于茶产业发展的带动力也不可小觑。

就拿街头巷尾常见的茶馆来说，就是茶
叶消费的重点场所。其中，不得不提重庆的
连锁茶饮品牌苗品记。

不同于其它茶馆多坐落在僻静之地，苗
品记就如星巴克一般，占据着商圈等人流量
大的醒目位置，茶馆内也是别具一格的新中
式风格，目标直指时尚年轻人群和商务消费
群体。

苗品记的创始人苗伟出身于茶叶世家，
从小就看着父亲制茶，对茶有着深厚的感情，
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为什么大家一
提到茶馆，要么想到高档会所，要么就是棋牌
室？茶馆为什么不能像咖啡店一样成为休闲
场所？

“传统茶馆往往都是老板情怀的产物，最

终成为自己私人圈子的社交空间，难以形成
品牌。”苗伟说，因此苗品记茶馆采用现代化
的企业管理，主打永川秀芽产品，用标准、规
范的服务，把茶馆做成一种商业模式。

参照星巴克的选址方式，2010年，第一
家苗品记茶馆入驻重庆天地，正式开启苗品
记现代新都市茶馆连锁经营模式。

依托城市网红地标，苗品记更是陆续开
出了佛图关网红轻轨茶馆、磁器口文化名人
茶馆、南滨路开埠文化茶馆等等极具地域特
色、风格迥异的茶馆，成为市民喜爱打卡的茶
饮空间，在社交媒体上频频亮相，品牌效应和
口碑逐步累积。

如今，苗品记已走出重庆开到了成都、贵
阳、郑州等地，成为全国知名茶馆连锁品牌，
门店数量达到38家。它的发展壮大，也为永
川秀芽品牌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每年带动
销售永川秀芽近4万斤，销售额2000万元左
右。

深谙品牌营销之道的苗伟，近年来还频
频玩起“跨界”，不仅与本土品牌江小白“互
动”，合作推出“茶酒时光”套餐，还与重庆歌
舞团共同研发文创茶礼，让茶更加贴近人们
的生活，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同理，重庆的荣昌陶、苗绣、夏布等传统
特色手工艺品，完全也可以利用其文化属性，
制成茶旗、折扇、茶包等茶周边产品，成为茶
文化的载体。”张阳说，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
厚，茶本质上也具有文化属性，在此基础上，
可以通过跨界融合，既可以通过茶产业宣传
传统文化，又能让传统文化为茶产业赋能，

“+”出茶产业新的可能。
可以这么说，茶产业的发展，除了练好内

功，或许更需大胆发挥想象。

又是一年春茶季。
作为富民产业，茶产业

一直是我市重点特色产业
之一。去年，“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
申遗，更是为茶产业发展添
了一把火。

但从总体上看，重庆茶
虽有一定特色，但总量不
大、品牌不响，在全国影响
力不够。在春茶开采上市
之际，记者再次走访茶园、
业内专家等，探寻重庆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总量不大、品牌不响、影响力不够——

重庆茶重庆茶产业如何寻求突破产业如何寻求突破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同时也是茶叶消费
大国，光是茶叶种类就分为红茶、绿茶、白茶、黑
茶、黄茶、青茶6大类，品种更是数不胜数。

在喝茶上，讲究似乎也格外多。诸如泡茶
水要用山泉水，不同的茶要用不同的水温冲
泡，不同的茶适用不同材质的茶器，泡茶又分
为温杯、洗茶、泡茶、分杯等流程。

作为传统文化而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下来，它
本该具有如此深厚的底蕴，具备此般高雅的气质。

但回归到产品本身，它本质上与咖啡、可
乐等并无不同，归根结底也只是一个饮品而
已，过分赋予它太多传统文化价值，弄出太多
讲究，好像一喝茶就必须整出一套茶道来，无
疑于无形中拔高了入门门槛，阻断了许多人接
近茶、了解茶的尝试，令人望而却步。

其实在古代，尽管文人雅士喜好弹琴品
茗，但也不妨碍路边几张桌椅支起一个茶摊，
给过路人歇脚、解渴。回归现代，成都的坝坝
茶也是如此，一张桌子、一杯清茶，就能与三五
好友悠闲地度过一个下午，虽然消费不高，但
却让茶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由此也形成了这
个城市浓厚的喝茶氛围。

采访中，苗伟、张阳等人也表达了这样的
观点，并提到立顿红茶的案例——英国没有浓
厚的茶文化，但却把茶做成了成功的产品，让
喝茶变得像喝咖啡一样简单、便捷。

因此，我们看到在苗品记茶馆，通过做减法，简
化产品品类、泡茶流程，运用快客杯这样简便的茶
具，辅以茶艺师的简单讲解，让消费者快速上手。

而这，也是茶本应该有的样子，让愿意喝
茶的人任意发挥，在体验中爱上茶，再情不自
禁地走近它、了解它，从而爱上其中的文化，在
一杯茶中细品人生哲理。

别让“讲究”
成为喝茶的“门槛”

核心提示

3月14日，永川区何埂镇石笋山景区，茶园风光如画，是市民休闲玩耍的好去处。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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