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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已至，又是一年采茶时。趁着天气
晴好，广东主要茶产区的茶园、茶山又是一
片忙碌景象，陆续开始采摘、制作今年的春
茶。记者了解到，今年气候宜人，茶叶长势
喜人，不少茶农表示，如果能够及时采摘，他
们对今年茶叶产量和质量充满信心。

韶关市仁化县红山镇是全国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仁化白毛茶的主产
地。春分时节，红山镇鱼皇村、烟竹村、
新山村和小楣水村种植的 1.39 万亩白
毛茶进入采摘加工忙碌时节。近段时
间，当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
产，首批春茶一上市，就备受茶客们的
青睐。

22日上午，记者走进红山镇的白毛
茶原种园，只见一排排茶树冒出嫩绿粗
壮的芽头，茶农们戴着斗笠、背着竹篓，
双手游走在茬茬新绿间。茶园主人袁
大姐说，从上周开始采摘春茶，这里近
15亩的优质原种茶株已基本采摘了一
遍，“年后阳光、雨水充足，今年的春茶
品质很好，制作出来的第一批红茶、白
茶，滋味甘醇、茶香浓郁，很受欢迎。”

白毛茶原种园是仁化白毛茶茶树
品种资源库和良种育苗试验示范基地，
收集有本地白毛茶株系198个。这几年
主要推广新培育的优质品种丹霞9号，
以其饱满的芽尖制作成白茶。目前园
内正将白毛茶独芽及一叶一芽茶青，逐

批摊晾烘焙中。人在制作厂房外，都能
闻到新鲜茶叶烘焙时散发的清香。

作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的红
山镇富农茶叶专业合作社，这几日一直
忙于采茶、向农户收购茶青、制茶。记者
在当地的制茶车间看到，一个个晒网上
晾着密密麻麻的芽尖。“这是今年的首批
春茶，要经过52小时-72小时制作才能
制成白茶，这批最快的要到23日下午做
好。”合作社负责人张浅星介绍说，省农
科院茶叶研究所的科技特派员，长期对
合作社的白茶制作工艺进行指导，现在
各项工艺很成熟，已增扩了两间车间制
茶，今年春茶开采以来，合作社每日向红
山茶农收购单芽茶青近500斤，用于制
作特级白茶“丹霞银白”。

据介绍，红山白毛茶在明朝嘉靖年
间就已成为“朝中贡品”，并已获得国家
绿色有机食品认证，被列入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近年来，红山镇做强做
精茶产业文章，着力打响“丹霞白茶”高
端品牌，目前已发展茶叶合作社、加工
厂等19家，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罗坑真是神仙境，既产冬菇又产
茶……”3 月 20 日，露水散尽的韶关曲
江区罗坑镇梅山生态茶园基地，起早采
茶的茶农唱起山歌，静谧的茶园一下子
热闹起来。茶香沁人，山歌悠悠。在整
齐划一的茶丛中，茶农三五成群穿梭其
间，动作娴熟地采下今年第一波春茶。
蓝天、暖阳、茶园、茶树、茶农勾画出一
幅幅春分采茶忙的诗意画卷。

梅山生态茶园面积已超 160亩，产
业年收入接近100万元，村民生活水平
明显提高。据负责人介绍，茶园每年都
在扩大茶叶种植面积。

“我们镇就是靠发展茶叶摘掉贫穷
帽的。”罗坑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
今的罗坑镇，可以说是“户户种茶、人人
种茶”，茶叶已然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

富的“黄金叶”。
茶农邵阿姨告诉记者，家里有30多

亩茶叶，今年春茶价格贵、销售行情好，
自己舍不得中午回家吃饭耽搁时间，干
脆把午饭带到了茶园，“今年春茶价格
好，15块钱一斤呢！我打算今年还要再
种一批茶树！”

据介绍，罗坑镇茶园面积有 1.2 万
亩，年产干茶260吨。当地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罗坑镇将改造老旧茶园 200
亩，打造茶叶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3个
以上，并且计划聚焦壮大茶产业，延伸
茶产业链条，引进或培育茶业深加工、
文创等优质企业，加强龙头企业厂房和
生产车间建设，引导主体规模化、规范
化成长，不断提升茶产业发展“硬实
力”，推动茶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春暖花开的季节，正是春茶鲜嫩的
时候。作为广东省“十大茶乡之一”，惠
州市博罗县柏塘镇又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春茶采摘季。目前，该镇春茶开采面
积约25000亩，预计有2万多名茶业从
业人员投入到春茶生产中。

近日，记者走进柏塘镇洋景村的
雷公顶茶业专业合作社，看到茶园内
云雾缭绕，一棵棵茶树吐露着新芽，脆
嫩欲滴。怀抱茶篓的茶农正穿梭于茶
树中，娴熟地将一个个嫩绿新芽采摘
下树，放入腰上的茶篓内，笑脸中洋溢
着满满的幸福。

雷公顶茶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宇
介绍，该茶园有将近600亩茶树进入新
一轮采摘期。除了种植将近280亩柏
塘山茶以外，还引进特色新品种并实施
技术改良。目前，茶园已成功引进紫茶
以及特色红茶等品种，种植面积近300
亩，茶产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在树木的周边进行茶的种植等林
下经济，由于茶带背面或者树阴面能够
更好地保持水分，在这些地方可以种一
些药材，达到互补的状态，提高每一亩
山地的实际收益。”张宇介绍，接下来，
该茶园还计划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打

造一个将近600亩的“茶+树+药”综合
茶园，进一步开发土地效能，联农带农，
带动村民增收、乡村发展。

据了解，柏塘镇正谋划打造集农
产品加工中心、新农人培训中心、电商
物流中心、茶产业集散中心和产业孵
化中心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基地。同
时，通过农民组织、茶业专业合作社的
整合，推行标准化种植、采摘，全方位
提升茶产业产值。“我们今年计划带动
全镇茶农增加 30%收入，全力将柏塘
山茶打造成为‘大湾区的中国好茶’！”
柏塘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引进特色新品种实施技术改良，打造“茶+树+药”综合茶园进一步开发土地效能

柏塘镇:今年计划带动茶农增收30%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通讯员 刘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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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强报道：近
日，佛山市发改局批复了佛陈路及相连
道路综合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估算总投资为54474.37 万元，资
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项目拟对佛陈路佛陈大桥至陈村大桥
段，以及佛陈路东延线国道G105至海华大
桥段进行旧路提升改造，路线总长约
15.5km。工程建设内容包括路面改造工
程、交通工程、智慧工程、景观绿化改造等。

公告透露，拟通过对佛陈路及相连
道路的景观、交通系统和智慧设施的综
合提升，将其打造成“生态、品质、安全、
智慧、高效”的生态大道，带动三龙湾核
心区南部的全面发展。

2020 年 6 月，海华大桥正式通车，
佛陈路一路东延直抵番禺，成为佛山三
龙湾片区新的“广佛直通动脉”。通车
后，顺德陈村到广州南站的时间从30分
钟左右缩短到最快 5分钟，极大地便利
周边人员物资交流。

即将启动升级改造的佛陈路，与魁
奇路相接，是三龙湾内重要的交通动脉
之一。其智慧工程、交通工程等规划建
设，将进一步优化提升三龙湾交通路
网，为广佛中部交通打造更加完善和立
体的新格局。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道：为了
合理利用城市通道资源，系统论证现状
平南铁路在港口集疏运及城市货运中
的功能定位，深圳市发改委21日发出公
告，向社会公开选聘平南铁路处置方案
研究的预研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大型企业、行业协会等均可参与申请。

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西部港区货
物进出口量大幅增加，铁路连接港口更
有利提升港区竞争力，当时的广州铁路
局（今广州铁路集团）、招商局蛇口工业
区、招商局集团、深圳南山开发公司等
共同筹建了平南铁路。平南铁路成为
中国第一条完全由企业筹资建设的地
方铁路，连接平湖及南头，全长 44.7 公
里，是国家铁路网的三级支线铁路。

记者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官网查询到
2015年2月的《平南铁路改造综合规划》，
内文称“前海片区已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
阶段，平南铁路的存在对前海开发建设带
来了一系列影响，因而前海合作区提出尽
快拆除平南铁路前海段的诉求。”不过，广
铁集团和招商局集团均表示希望保留或拓
展平南铁路海铁联运功能。自2015年起，
关于平南铁路改造的报道屡见报端。

深圳市发改委此次招标项目名称为
“平南铁路处置方案研究”，项目要求结合
深圳城市及交通发展情况，梳理平南铁路
发展历程，分析西部港区港口发展规划，
比较不同集疏运方式的适应性，判断西部
港区海铁联运的发展潜力。另外，基于城
市及港口最新发展情况，从必要性、经济
可行性及实施进展等方面，论证平南铁路
在港口集疏运及城市货运方面的功能，优
化调整平南铁路的功能定位等。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通讯员叶茗
摄影报道：3 月 22 日，佛山市南海区广
佛新干线佛山一环隧道工程主线实现
贯通，佛山南海再次对广佛之间的交通
大动脉进行优化。

广佛新干线佛山一环隧道工程位于
南海区大沥镇，为旧路改造工程，起于广
佛江珠高速（原佛山一环）与广佛新干线
交叉口以西约 520米处，下穿广佛江珠
高速（原佛山一环）跨线桥向东延伸，终
点与盐步大道跨线桥引道相接。改造道
路主线总长1210m，双向六车道，设计车
速为 80km/h；辅道总长 1060m，双向四
车道，设计车速为40km/h；新建隧道长
635m。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兼顾城
市道路功能设计，路面为沥青混凝土结
构。项目总投资约4.05亿元。

南海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改善道路行车条件、提高交通服
务水平，南海区交通运输局实施了南海
区广佛新干线佛山一环隧道工程。该
工程将广佛新干线直行交通与广佛江
珠高速（原佛山一环）出入交通进行有
效分离，能极大提高车辆的通行速度和
效率，实现广佛同城快速到达的目标。
同时，工程将快速疏解南海区对外和过
境的交通，增强南海区对外的吸引力和
辐射力。此外，其建设使广佛之间的沟
通更加方便快捷，促进区域内外的人
员、物质往来，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利
于广佛都市圈、广佛同城化的建设。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主线的建成
通车，过往车辆疏导到主线通行，两侧辅
路的建设也将全面铺开，按计划，该工程
将于 2022 年 5 月底完善全部辅道并通
车。届时，广佛江珠高速（原佛山一环）
广佛新干线出入口也将全面开通。

广佛新干线佛山一环隧道工程

主线建成通车

佛陈路将提升改造
总投资超5.4亿元

深圳

平南铁路处置方案研究
公开选聘预研单位

春茶鲜嫩茶农抢采“明前茶”
广东春茶已陆续上市；茶农称今年气候宜人茶叶长势好，如采摘及时春茶产量和质量都会比较高

{
头春茶刚上市“客家炒绿”订单多
当地鼓励茶农匠心种茶，打造大湾区“茶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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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曲江罗坑镇春茶热闹开摘，有茶农表示——

春茶价贵行情好 今年还要多种茶

韶
关

仁化红山镇1.39万亩白毛茶进入采摘季，茶农
称由于阳光雨水充足——

今年春茶滋味甘醇受欢迎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谭玉玲 张浵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唐忠祥 欧文艳

}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7万亩“凤凰单丛”丰收缺采茶工
当地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应对采茶高峰的用

工难、人手短缺等问题

潮
州

“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花葆蕾拾
琼芽。”春分已至，又是一年采茶时。
趁着天气晴好，梅州各地茶区、茶园、
茶山都忙碌起来，陆续开始采摘、制
作今年的春茶。近年来，梅州市茶叶
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递增，截至 2021
年，梅州全市茶叶种植面积 32.73 万
亩，约占全省茶叶总面积的 1/4，年产
量 2.56 万吨。

茶青长势好采摘人手不足

“高山云雾出好茶”，梅州地处山
区，茶区平均海拔较高，位于梅江区清
凉山的茶园更是平均海拔达到了 800
多米，终年云雾缭绕。走过山路，穿过
云雾，在梯田状的茶山上我们看到茶农
们正一边说笑一边熟练地采摘着今年
的头春茶。

“我采了几天了，今年天时比较好，
茶叶的收成和质量应该都会比较好。”
背着采茶篓的茶农吴金华笑着对记者
说。吴金华表示，今年雨水充足，茶树
的发芽率较高，因此今年他的茶园预计
比去年增产20%至30%。

眼下正是春茶采摘的时节，同样
繁忙的景象也出现在位于梅县区上官
塘的梅州振声生态茶园中，“‘茶青前
一天采是黄金，后一天采是木炭。’今
年茶青长势好，品质也提高了，现在人
手不够，在抢摘。”梅州振声生态农业
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飞绮说，茶叶
质量不仅与气候有关，更离不开茶园
的管理。他们除了一如既往保持纯手
工采摘外，还坚持不用农药、人工锄
草，用豆粕有机肥代替化肥，“提高了
茶叶的质量，使茶喝起来更香、甘、
滑。去年我们公司也被评为广东省生
态茶园了。”黄飞绮说。

技术下乡做强做优茶产业

据悉，梅州市在多年前已经转变粗放
式种植茶叶的方式，鼓励茶企和茶农重视
茶叶质量，在施用有机肥、准确把握采摘
时机等方面下功夫，同时大力推动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不断做强做优“嘉应茶”产
业，并不时派出农业专家团队前往各县
（市、区）企业、合作社送技术“下乡”，指导
茶叶种植、管理、加工生产等，帮助茶叶产
业规范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梅州市将依
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和涉农项
目，争取更多省级项目和资金支持，在
老旧茶园改造、标准化种植、有机肥替
代、农药管控、设备更新等方面下功夫，
引导和鼓励茶农、茶企匠心种茶，着力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茶罐子”。

开发年轻化产品市场

在梅江区清凉山茶山下，制茶厂的机
器轰隆隆地响着，制茶师傅们正忙碌着将
经过晾青萎凋的茶青送进制茶机，一丝不
苟地按照杀青、揉捻、干燥、炒青四个步骤
进行客家炒绿的制作。制茶师傅告诉记
者，经过以上四个步骤炒好的客家炒绿就
可以喝了，但是比较消食。存放半个多月
至一个月后再二炒乃至多炒，能够散发出
浓郁、独特的“炒米香”，让茶性更加温和。

梅县区新县城永盛堂店主黄俊发告
诉记者，今年头春茶刚刚上市，他就接到了
不少客家炒绿的预订单，除了本地订单，还
有不少订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我们企业
接下来想重点为商务年轻群体做一些产
品，比如冷泡茶、速溶茶，不仅方便、好喝，
颜值还要高。”梅江区一茶叶企业负责人这
样规划接下来的公司发展方向。 春和景明，茶叶飘香。三月的茶

乡潮州凤凰，又开始热闹起来。久负
盛名的潮州“凤凰单丛春茶”迎来了一
年一度的采摘、制作旺季。据介绍，当
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加上采茶工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现
象，目前凤凰茶区的采茶工尚有较大
用工缺口。对此，凤凰镇在坚持做好
疫情防控和春茶生产“两手抓”的同
时，也正积极引导相关茶企通过留住
外地采茶工、动员周边村民和剩余劳
动力采茶等多种方式解决用工问题。

高山茶叶本月底开采

凤凰镇位于潮州市北部山区，潮
汕地区最高峰 1498 米的凤鸟髻山就
位于该镇境内，是凤凰单丛品种茶叶
的原产地，也是生产茶叶的专业镇。
目前，凤凰镇的茶叶种植面积达 7万
多亩，一片小小的绿叶子成为了当地
富民强镇的“金叶子”。

记者近日在位于凤凰山海拔近
千米的凤西大庵村的古茶树保护区
走访时看到，漫山遍野的“梯田式”茶
园散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头戴遮阳
草帽、腰间挎着竹篓茶筐的采茶工
们，或成群结队穿行于茶丛间，或藏
身于“春茶海洋”中静静地采摘新绿，
傍山而建的房屋里，茶农们正炒制青
茶，空气里荡漾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茶
香，别有一番风情。

据有着二十多年制茶经验的茶农
张伯介绍，凤凰山春茶采摘期大约50
天，目前主要是采摘种植在低山的茶
叶，中高山的茶叶采摘则要在 3月末
才可以开始。“春茶采摘是要抢收的，

如果采摘不及，嫩芽长老了，成品茶的
质量会受影响，收成也要大打折扣
了。”张伯说，今年气候宜人，茶叶长势
喜人，如果能够及时采摘，茶农们对今
年茶叶产量和质量还是充满信心的。

今年春茶已陆续上市

据介绍，抢收采摘回来的茶叶需
要放在温煦阳光下晾晒，适当去除水
分后，才能开始制茶，经过晒青、晾
青、做青、炒青等工序，制成初制茶，
此后经过初次烘焙、摊凉、复火烘焙
等阶段，让茶香更有韵味。今年的凤
凰单丛春茶目前已经陆续上市。

凤凰镇党委宣传委员许平滨介
绍，凤凰茶区在春茶采摘期间预计需
要 5万名左右的采茶工，但目前进入
茶区的采茶工仅有 3万名左右，还存
在2万名左右的用工缺口。

记者了解到，凤凰镇茶区的采茶
工大多是来自福建、江西、广西等地，
本地采茶工占少数，由于采茶是一项
技术活也是辛苦活，愿意从事采茶工
作的中青年人越来越少，采茶工的老
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出现了青黄不接
的断层现象。此外，受疫情影响，一些
采用跨省招工的茶企也面临挑战。

据悉，为积极应对采茶高峰的用
工难、人手短缺等问题，凤凰镇目前
正积极引导茶企茶园通过提高采茶
工的福利待遇、完善后勤保障工作等
方面尽量“留住”外地采茶工，深挖本
地资源，动员周边村民和剩余劳动力
参与采茶，同时要借助相关协会，实
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加强茶企茶
园之间的用工协助。

韶关仁化红山镇农民采摘茶叶 张浵 摄

凤凰春茶开采 林奕波 摄

凤凰春茶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摘、
制作旺季 赵映光 摄

韶关仁化红山镇富农茶业专业合
作社晾茶车间 张浵 摄

采茶忙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隧道通车，车辆驶过

联城

闻一线新

惠州柏塘镇市民游客参与采茶 邓东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