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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透亮的红茶，可以喝出文人心底的山
高水长，也可以托起大山里致富的期望。穿越
百年沧桑，常德人的红茶情结不改。如今，“万
里茶道”安眠在群山起伏中与我们渐行渐远，

“一带一路”正携着新的机遇向我们款款而
来。在常德品牌中国品质行动的指引下，愿常
德红茶找到支点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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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玮怿 通讯员 王鹏）
11 月15日，记者从市茶业办获悉，今年全市
茶园总面积23000 多公顷，茶叶产业综合产
值突破90亿元，其中，年产量1.5万吨的红茶

占茶叶产业综合产值的十分之一。近年来，
在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指引下，我市把“常
德红茶”作为“常德品牌 中国品质”五大区域
公用品牌之一，以建设“湖南红茶产业第一集

群、湖南红茶产业第一品牌”为目标，着力打
响常德红茶品牌，推进红茶资源整合，做强红
茶产业，加快百亿茶产业建设步伐，常德红茶
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在2019年第十一届湖南茶业博览会上，
“桃源红茶”“石门银峰”分别获得“湖南十大
名茶”称号。武陵红、君和牌红茶、百尼茶庵
牌红茶获得“湖南红茶十大企业产品品牌”，
楚韵公司马杰、古洞春公司郑启明当选“湖南
十大杰出制茶工匠”。在2019第十四届中国
茶业经济年会上，常德茶人覃小洪获得“中国
制茶大师”称号。2019世界红茶产品质量推
选活动中，“常德红茶”从6个国家的846个参
赛茶样中脱颖而出，获得大金奖，全省仅两个
品牌的产品获此殊荣。

2018年，省委1号文件明确“重点发展油
茶、茶叶等 7 个千亿产业”，省政府湘政发
［2018］3号文件明确“重点支持资源整合打造
红茶品牌”，常德红茶迎来发展新机遇。当年，

《常德红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出台。根
据《方案》，将着力构建常德红茶市域公共品
牌、县域红茶公共品牌和企业红茶品牌的品牌
体系，集中优势，突出重点，加快发展常德红
茶产业，争当湖南红茶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我市成立红茶产业发展专项领导小组，按照
“三步走”的方案稳步推进红茶产业。

2018年是起步行动推进年，各茶叶主产
县扶持力度明显增强。石门县整合财政资金
3100万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8个，另外还
拿出60万元对“石门银峰一条街”、有机茶园
建设、品牌创建、技术创新进行奖补；桃源县
整合农业综合开发、国土整理、农田水利、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等项目资金近千万元，
集中投入到茶叶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县财政发
放补贴资金100多万元，对新发展桃源大叶茶
的农户进行奖补；澧县引进资金，在澧南镇建
设出口蒙古、俄罗斯的红茶砖生产基地。2019
年是扩张行动年。我市着力打造“常德红茶”
市域公共品牌，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争创国家级红茶名品名牌。目前，全市已
有省级龙头茶企6家，分别是湖南壶瓶山茶业
有限公司、湖南古洞春茶业有限公司、湖南紫
艺茶业有限公司、澧县太青山有机食品有限
公司、湖南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和湖南武
陵秀峰茶业有限公司；市级龙头茶企18家，
集中分布在石门、桃源、澧县。一批龙头企业
异军突起。湖南壶瓶山茶业有限公司今年鲜
叶收购量达 16482 吨，红茶产量 2221.14 吨，

实现红茶销售收入5054.12万元，其中出口红
茶473.63万元。湖南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
红茶产量1933.75吨，红茶销售收入4219.5万
元，其中出口红茶421.95万元。

据悉，2020 年，我市将着力实施红茶产
业提升行动。重点抢占国内、外红茶市场，扩
大常德红茶的市场覆盖率，创建多元化市场
营销格局。加大常德红茶品牌宣传推介力
度，在央视频道、重点报刊、主流网站及机场、
高铁、高速主要路口增加广告投入，提高品牌
知名度，扩大消费群体，拓展营销渠道。支持
重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常德红茶出口
量。提高清洁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加
工能力，红茶年产量突破3万吨。

常德红茶产业来势喜人常德红茶产业来势喜人

桃源红茶始于清同
治四年（1865年），历经一
个多世纪来，经久不衰。
2016年3月，农业部批准
对桃源红茶实施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目前，桃源县拥有桃
源红茶生产企业 38 家，
全自动、清洁化生产线5
条。地域生产面积4700
公顷，年生产桃源红茶
3200吨，产值2.8亿元。

好山好水出好茶

桃源红茶产区处
于 东 经 110° 与 北 纬
28°的交汇处，是典型
的亚热带农业生态区、
优质茶叶产业带。

“高山出好茶”。桃
源县茶庵铺就是山高谷
深，就在沅水与资水的
拥抱之中。再加上五强
溪与柘溪两座高水头电
站，沅资两水坝上 100
多公里的流域便成了碧

波荡漾的高峡平湖，其水域升腾的云雾盖过
雪峰山脉，向着东方、向着八百里洞庭弥漫而
去。这样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自然能生成特
殊品种的茶叶，野茶王也自然能受到国家原
产地域地理标志的保护。

桃源红茶具有优良的品质，关键是源于
“桃源大叶茶”。桃源大叶茶“叶片硕大、叶质
柔软、叶色硕壮、茸毛较多、汤色翡翠、气味
芳香、余味悠长”。茶叶专家鉴定，此茶富含
有益人体健康的硒、锌等微量元素与 500 多
种酚类物质，茶多酚含量高达35%，氨基酸含
量8.56%，高于常规茶品一倍以上。

用大叶野茶制作的红茶，温婉如玉、明
亮如水，弥漫出特有的华贵和雍容，为红茶
珍品，注册为“桃源红”。“桃源红”汤色红艳
明亮，滋味浓醇鲜爽，有独特的花果清香，
饮后明目清心、开胃健脾、润喉利咽、养颜
护肤。

百年沧桑获新生

桃源红茶始于清同治四年。当时，以沙
坪为集散埠头，有江西、广东商人经汉口口岸
转售，每年出口2万余箱。清末民初，红茶出
口高达3万箱，每箱30公斤，换银40两，利润
颇丰。同时又将红茶梗皮捣成粉末，运往汉
口销售给俄商压成砖茶，远销西北利亚、土耳
其及巴基斯坦等国家，有《省茶叶志》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桃源沙
坪投资新建中央与省直属的国营茶厂。

1957 年，全国红碎茶技术实验与推广会
在桃源茶厂召开，苏联专家组组长贝可夫与
专家苏里诺夫来厂参观。

1959年，全国制茶机械联装自动化经验会
在桃源茶厂召开，全国98个茶厂都有人参加。

由于茶树只开花、不结果以及千百年来
的过度采摘，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桃源野茶
寥寥无几。从安化过来的品茶师廖玉兆就惊

奇地发现了陆家冲悬崖上有两株与众不同的
大叶茶。1969 年，土生土长的卢万俊从湖南
茶校毕业，一心扑在大叶茶的开发上。为抢
救这濒临绝迹的珍品，县委、县政府选定在太
平铺的卢家湾建立大叶茶良种繁育科研所，
茶叶泰斗朱先民、唐明德、施兆鹏等亲临现场
悉心指导。在专家们的带领下，经过数以千
计的实验，终于攻克了无性繁育的难关。

资源诚可贵，品牌价更高。县委、县政府
领导为加快大叶茶开发，大力推广大叶茶，目
前已发展茶园 6600 多公顷。2016 年 3 月，农
业部批准对桃源红茶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地域生产面积4700公顷，年生产桃源
红茶3200吨，产值2.8亿元。

目前，桃源红茶旗下有“红金芽”“红工
夫”“红曲螺”“红茯砖”四款产品，生产企业有
38家，其中古洞春茶业、腾琼茶业、紫艺茶业
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百尼茶庵、君和
野茶、春峰茶业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古洞春”获中国驰名商标和湖南省名牌
产品，“百尼茶庵”获湖南省著名商标。

九大工程绘蓝图

未来，桃源红茶产业将围绕“九大工程”，
全面推进桃源红茶产业发展。

——茶园提质增效工程将突出良繁体系
建设、标准化茶园建设、生态有机茶园建设、生
态观光茶园建设。

——茶厂优化改造工程将以清洁生产线
建设、精深加工生产线、初制茶厂优化改造、
龙头企业培育为主，力争培育国家级茶叶龙
头企业 1 个、省级龙头企业 4 个、市级龙头企
业5个。

——茶叶品牌建设工程将着重区域公共
品牌、企业知名名牌、桃源红茶品牌店、品牌
宣传推介，做大做强“桃源红茶”茶叶品牌。

——市场体系建设工程将突出规划建设
好基层茶叶集散市场、茶庵铺红茶交易大市
场、茶叶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将重点扶持茶叶
专业合作社、茶叶种植大户以及茶叶经纪人，
提高茶叶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实现茶叶从生
产到销售的有效对接。

——茶叶质量安全工程将着重突出三品
一标认证、质量安全监管，促进各类追溯平台
互联互通和监管信息共享，推广生产记录台
账制度，推进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夯实“干
净茶”基础。

——科技示范推广工程将建立“以省内
外茶叶科研知名单位和权威专家为支撑，以
龙头企业、科技示范户、专家大院为基础”的
桃源红茶发展“产学研”联盟。同时，规划建
立茶叶机械化示范基地，实施标准化生产。

——产业改革创新工程将创建农民利益
联结机制，创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茶叶
产业集聚区，建立和完善桃源红茶产业的农业
产业风险基金。

——茶旅文一体化工程将推出一系列茶
事茶文化活动，深挖茶文化与旅游开发，争创

“中国富硒红茶之乡”，以茶庵铺万亩茶海为
核心，立足“桃花源风景名胜古迹和乌云界自
然生态景观”，打造雪峰山脉百里生态茶叶走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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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可香港
商人林柏胜却在45岁那年不仅学艺改行，还
把自己的事业大本营从香港搬迁到了石门县
的大山深处太青山。如今，他一手创制的“石
门怡红”有机茶，“绿”了太青山，“红”了石门
县，“香”了省内外。

一“错”再“错”，将“错”就“错”

林柏胜原是香港恒胜表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2005年春节过后，一向“为名忙、为利忙”
的林柏胜突然有了“忙里偷闲，饮杯茶去”的
想法。于是，司机把他带到自己的家乡石门
县三圣乡太青山村。

林柏胜对茶叶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嗜
好。再说，内地倡导“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
哺农业”，这位“爱港爱国”的华侨后代，突然
感到有着一片新天地适合他去亲自耕耘，于
是满口答应了村支书的邀请。

林柏胜变卖了公司，处置掉了海边的公
寓，挥别29年的工商职业生涯，回到太青山，
弃工务农，与村里签定了承包20公顷茶园20
年的合同。

2005 年 3 月 18 日，林柏胜在石门创办了
常德恒胜茶业有限公司，投资200万元从福建
引进一套乌龙茶生产线。为拉通从山腰到山顶
的加工用电，他投资5万多元，购电杆，买电线，
置器材，架线路，又从村里挑选了6个年轻人到
福建安溪学习制茶技术。

2006年，林柏胜将初次加工的 1000 公斤
乌龙茶投入市场，结果无人问津。2007 年谷
雨后，林柏胜又加工了1500公斤茶。这批茶
的品质虽接近乌龙茶，但色香味仍不尽人意，
卖不起价。他心中茫然，无限苦闷。9月的一
天，一批茶叶刚加工一半，突然停电，由于后面
的工艺没跟上，茶叶自然发酵，变成了红色。
林柏胜捧着茶叶，轻轻一嗅，一股特有的茶香
沁人心脾。在场的县科技特派员、高级农艺师
谭立建议：“林总，不如做成红茶试试看？”

石门红茶历史悠久，林柏胜早有耳闻，清
光绪年间，广东商人卢次伦在石门宜沙创办

“泰和合”茶号，年产“石门宜红”红茶50万公
斤，全部销往英国，与安徽“祁红”分庭抗礼，有

“南宜北祁”之说。难道这是天意？可惜“宜
红”已被邻近的湖北一家红茶企业注册，林柏
胜转念一想，那就叫“石门怡红”吧。

一品再品，品出精品

“石门怡红”茶于农历五月，手采太清一
芽两叶嫩梢，经摊青、萎凋、摇青、揉捻、发酵、
速包、团揉、做形、干燥、焙火等10多道工艺精
制而成，特别是“焙火”这道工艺，涉及到烘焙
时的天气、烘焙的时长、温度、湿度乃至茶人
制茶时的心情等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与茶
叶的色香味关系极大，茶人自古秘而不传。
林柏胜又跑福建，到台湾，虚心拜访各地制茶
大师，终于获得烘焙真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林柏胜一手打造的
半发酵“石门怡红”终于研制成功。他在石门
县城开了一家体验店，带着红茶样品到福建、
台湾、香港等地，让茶商、茶人们一一品尝，结
果好评如潮。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中
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湖南茶叶学会理事长
施兆鹏教授在考察了恒胜茶业公司后，高兴

地说，“石门怡红”的研制
成功一举填补了湖南名
优红茶空白。

林柏胜没有就此满
足，他又把“石门怡红”锁
定在有机食品上，因地制
宜，独辟蹊径，探索出了

“以茶养茶，以茶培茶”的
独特茶经。

由于“石门怡红”茶
原料，都是手工采摘的一
芽两叶嫩梢，每年采摘两
次。每次采摘之后，林柏
胜就会及时地修剪留在
树上的茶叶，并作为绿肥
深埋。林柏胜介绍，以茶
养茶，一举多得：一是可
以改良土壤结构，提升茶
叶品质和口感；二是每公
顷降低有机肥成本 4500
元左右；三是茶树不需使
用 农 药 ，抗 病 虫 害 强 。
2007年，中绿华夏有机认
证中心专家现场考察太
青山 20 多公顷茶园，经
检测审定，完全达到了有
机茶园转换标准，获得了
OFDC有机认证，成为全国首个获得“有机食
品认证”的红茶品牌。自2007年以来，太青山
茶园已连续12年获得OFDC有机认证。

一炮走红，带红一方

茶香不怕藏深山。“石门怡红”有机茶创
制成功，迅速畅销国内外中高端红茶市场。

2007 年，恒胜茶业研制生产的“石门怡
红”，荣获第四届北京茶业博览会银奖。

2009年7月，恒胜茶业参加福建省第三届
“元泰杯”“走进红茶世界·感受时尚中国”征
文比赛，《石门怡红茶》获得征文一等奖。

2012 年，为提高“石门怡红”品牌的知名
度，恒胜茶业面向国内外广泛征集广告宣传
语，经专家评定，“怡然之美，红茶之恋”的推
广语脱颖而出。

2014年6月，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
第八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上，“石门怡
红”有机茶凭借其独特性，得到了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等组成的
专家及消费者高度的赞扬，获得了组委会颁
发的“优秀产品奖”称号，成为湖南省在本届
博览会上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有机食品。

英国BBC广播公司制片人王慧姿女士得
知林柏胜的传奇故事，专程从伦敦来到石门太
青山，以“香港商人石门种茶”为新闻点，挖掘清
代末年石门红茶即行销英国上流社会的贸易故
事，拍摄了专题片。

“石门怡红”的创制，带动了湘西北独具
特色的红茶产业。石门国营白云山茶场的有
机红茶、壶瓶山茶业公司的“石门红茶”、渫峰
名茶公司的“渫峰”牌石门小红茶等一批红茶
企业和品牌，如雨后彩虹，争红斗艳。据统
计，石门县现有40多家茶叶企业产销红茶，年
产量达到5000吨，出口货值近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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