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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农业建设 推进浙江有机茶产业发展 

金国庆 

(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321200) 

【摘 要】本文介绍了有机茶生产体系可注入的生态农业技术,阐述了我公司发展有机茶产业的模式及其取得的

成效,并对有机茶生产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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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有机茶作为一种无污染、高品质的产品,现已成为世界茶叶市场的“宠儿”正受到各国茶叶界的广泛关注。在各级政府的重

视支持和产销企业、科技人员以及广大茶农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有机茶产业发展较快,生产初具规模,市场开拓初见成效,有机茶

知识不断普及,消费者队伍不断扩大
[1,2]

。但面对众多茶区群雄逐鹿的发展态势,浙江有机茶产业必须在新时期保持强劲优势,才能

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持续发展。 

随着近几年来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不断提高,欧盟等西方国家对我省出口茶叶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检验要求,浙江检验检疫局

为确保浙江茶叶顺利出口,将源头管理作为工作重点,推行从茶园到出口离境的全过程监管,通过各种渠道加强科学用药的宣传

力度,逐步推行植保员制度,建立良好的生产规范,提高茶农科学用药的意识和水平。 

面对新形势,为提升我省有机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进一步拓宽国外市场,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将生态农业技术融入有机茶

产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2 有机茶生产体系可注入的生态农业技术 

我国有机农业是从有机茶开始,有机茶生产和发展已成为我国有机农业的领头雁,从 1990 年开始到 2007 年底全国有机茶园

面积达 40多万亩,有机茶产量已达 9千多吨。 2002年农业部颁布了有机茶的 4个标准,已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生产体系,整个生

产体系都注入了生态农业的理念,主要包括: 

2.1 建设良好的生产基地环境 

有机茶基地建设应选择没有污染,生态条件良好的地方,尊重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能动地利用和改造环境,使有

机系统更完善、更合理、更富有科学性。 

                                                           
收稿日期:2009- 12- 31 

作者简介:金国庆(1959 年-),男,浙江武义人,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2 

2.2 沼气利用技术 

沼气利用技术是在有机茶生产中应首先要考虑的一项有机农业技术,它在有机茶生产系统建设中增加能源、解决肥源、净化

环境、保护茶农健康等都有重要意义
[3]
。 

2.3 土壤山草覆盖技术 

土壤山草覆盖具有肥田、保土、抑制杂草生长等多种作用,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有机农业生产技术。有机茶园铺草用的草料应

以山草为主,并作适当的晒、打、消毒等处理,防止因铺草把病、虫、恶性杂草带入茶园,如有条件还应与土壤放养蚯蚓结合实施。 

2.4 间作绿肥技术 

幼龄茶园间作绿肥不仅可自力更生解决肥源问题,还可以促进土壤生物活性,防止水土流失,护梯保坎,增加茶园生物多样性

等。 

2.5 推行修剪枝叶回园技术 

茶树修剪枝叶有机质含量高,养份丰富,含量平衡是肥园的好材料。它可直接作肥料翻埋土中,也可作茶园土壤覆盖物,但对

一些有罹病、着虫的枝叶要进行清理,通过处理后再回园;病虫严重的修剪枝叶经堆放待有益寄生蜂孵化飞走后要烧毁,不能作回

园材料。所有要回园的枝叶应作检查后再作处理。 

2.6 推行以自然调控能力为主的病虫生物防控技术 

有机茶园的病虫防治应充分发挥以茶树为主体,以茶园环境为基础的自然生态调控作用,采用以农业措施为主,辅之以适当

的生物防治,物理防治技术,并利用有机农业中允许施用的植物源、矿物源农药控制病虫。 

2.7 推行茶园养殖技术 

有机茶园中放养食草食虫动物,如鸡、鹅、兔等,是增加茶园生物多样性的一种形式,茶园通过这些生物捕食可以防治茶园杂

草、防治虫病,粪便可以肥园,是有机茶生产节支增收的重要措施。 

2.8 推行有机肥无害化处理技术 

根据有机茶园施肥准则,一般农家有机肥不能直接施于茶园的,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才可施用。无害化处理方法中最简单易

行的是生物无害化处理,如接菌后的高温堆肥等,这是有机农业生产中必须采用的方法。 

2.9 清洁化加工与设备选型配套技术 

有机茶加工关键在于清洁化生产,因此不管生产何种茶类的有机茶从厂址选择、厂房建设、设备配置、机型选择、生产工艺

设置等都要以清洁化、无污染为基本准则,要符合 NY/T5198-2002《有机茶加工技术规程》中规定的要求。 

3 我公司发展有机茶产业的模式及其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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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机茶生产现状 

武义县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山区县,县内地形复杂,地貌多样,生态环境优越,全县林地面积达 178万亩,

其中生态公益林达 54.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2%。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武义县立足山区实际,运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域特色农

业作为突破口来抓,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尤以有机茶的开发和培育,在浙江

省内甚至全国打响了生态农业的品牌,被誉为“中国有机茶之乡”。我公司自 1998 年开始开发有机茶,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中

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指导下,在武义已建有 71个有机茶生产基地,有机茶园 9000多亩,遍及武义 13个乡镇,这些茶园通过

有机生产的模式,使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促进了当地生态农业的发展。 

3.2 有机茶发展模式 

3.2.1 加强基地建设,促进有机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确保茶农利益,公司与其签订了基地合作协议,明确规定对基地所产有机鲜叶按照高于市场价 40%的价格进行收购。在基地

管理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循八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供给生产资料、统一技术规范、统一认证、统一培训、统一以保护价收

购鲜叶、统一生产、统一品牌);出资为基地设立了各种标示牌、农用资物仓库;引入了太阳能诱虫灯、信息素诱虫板等物理防治

措施,与农业局特产站合作开展病虫害联防、联治项目的实施;在保持现有植被的同时号召茶农在茶园中种植樟树及桂花树,以增

加生物多样性和提高茶叶品质。 

3.2.2 加快科技型、观光型厂区建设,提升企业整体形象  

公司投资 1000多万元在厂区新建了 6000平米的现代化名优绿茶生产车间,引进了 6条连续化、清洁化生产线及节能环保防

尘锅炉,全部生产设备接触面均采用不锈钢和可使用皮带为原料;按照 HACCP 和出口卫生要求,对现有更衣室进行了改造,新增了

各种消毒设施、风淋设施;将人流和物流通道进行隔离,有效的防止了交叉感染;此外,还将包装车间及手拣台进行改造,全部采用

不锈钢接触面。 

3.2.3 建立茶叶种植、加工、生产各环节质量可追溯体系  

公司在产品质量追溯管理上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建立了茶园地块的编号档案,根据不同的地块号,对进厂鲜叶编制批号,每批

鲜叶进厂,都有一张“茶叶加工过程跟踪卡”,跟踪卡上记录着这批鲜叶的基地名称、地块编号、加工过程和出入库详细情况,同

时实施责任落实到人制度,确保流向可追踪、源头可追溯、出现质量问题可查询。 

3.2.4 加强茶叶质量监控,进行全程检测  

为了防止茶叶在基地管理、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污染,公司采取了产前、产中、产后严格的抽样检测措施:企业自身检测作为

内控数据,中农检测中心和商检局检测作为出厂依据,销区成品送样作为上柜检测。 2007 年至今,公司送检产品合格率达到了

100%,杜绝了违禁农药的使用,科学地保证了茶叶的安全、卫生及高品质。 

3.2.5 强化企业市场营销,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公司大力发展连锁经营模式,在“统一管理、统一质量、统一形象、统一服务、统一宣传”的原则下,以北京为中心,在浙江、

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设了 100多家直营店和加盟店,其中北京马连道茶叶街 5000平方米的更香茶庄、石家庄 4000平方米

的更香茗茶店、唐山 1000平方米的更香文化店等均为旗舰式的专卖店,“更香”品牌在国内茶界已具较高的影响力。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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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加强了国外市场的开拓,已同多个欧美发达国家建立贸易业务,出口额逐年增加,有机毛峰品种比 2008年增长十倍。 

3.3 发展有机茶取得的成效 

公司 1999 年在华山建立 245 亩有机茶生产基地,在有机茶开发前茶叶产值仅 4 万元,2000 年通过改造进行有机茶认证,2001

年产量 1500 公斤,产值 7 万元; 2002 年产量 2500 公斤,产值 17 万元;2003 年产量 3500 公斤,产值 33 万元; 2008 年产值已超过

100 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承包更香基地茶园,从事管理、采摘和茶叶加工的农民近 4 万人。农民为“有

机茶绿色产业链”的运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从中得到了实惠。在承包更香有机茶基地的农民中,除极少几个茶园还处于三年

转换期的承包人外,均已经开始赢利,多数茶农盖了新房,大大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此外,更香公司从 2001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多次有机茶管理培训,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和认证单位的高级技术人员为农民授

课,普及有机茶生产知识。几年来,共有几千人次的农民走进更香公司开设的“有机茶课堂”,极大的提高了茶农素质。 

4 有机茶生产的发展方向 

有机茶生产虽对山区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从生态农业角度看,主要是循环农业技

术注入不足,因为我国有机茶园多数从过去的常规花园转换而来,虽然经过若干年的转换管理和生态修复,但还存在作物单一,茶

园自身生态系统多样性差,物质和能量转化困难,从而致使茶园土壤肥力无法进一步得到提高,病虫害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等,茶园

缺氮和个别病虫害失控已成为当前有机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茶叶生产作为我国山区经济的特色农业和主导产业,如何

在茶叶生产中加快茶区循环农业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个重要课题
[4]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今后“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

经济,保持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中发〔 2006〕 1 号文件)中又指出今后我国“要加快发展循环农业,要大力开发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主要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因此发展复合生态

型有机茶园应是今后我国有机茶生产的发展方向。 

理想的有机茶园还应把现行单一功能的有机茶园扩大为一个复合产业园区,以茶为主纳入其他种养业,形成一个不依靠人工

合成化学物质和没有转基因种群的“菌、草、豆、畜、禽、沼、林、茶”的复合生态园区,依靠园区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充分

利用以保持可持续发展。选择没有污染,生态条件良好的地方建设有机茶园,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根据系统内的现有条件对茶、林、农、牧、沼、路、水等进行因地制宜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恰当改造,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充

分地利用,土壤肥力能够逐步得到提高,生态环境得到良好保护;采用良性空间利用技术,根据茶和其他作物的喜光耐阴等特性选

择不同树种和豆科作物建立茶、草、豆、林等可相互利用、相互依靠的立体生物群,使园区能充分利用空间和光能,提高系统内

的绿色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园区生态平衡;采用恰当的生物物候衔接技术,以市场为导向,突出早芽种茶树的同时选择不同

适应性的其他品种茶,使年生长周期内能充分利用时间,开展早、中、晚品种搭配,以便开展多茶类的组合生产,提高有机系统的

应变能力,提高生产效益;采用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在园区内建立起对各种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场所和设施进行资源化处

理,变废为宝,加快能量和物质转化和改善系统内部环境卫生条件。 

公司还将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基地里,继续开展茶园养鸡,以鸡肥茶,以鸡捉虫,鸡茶共生茶园;大力发展绿肥作物,开展生草栽

培,以草治草,以草肥园,以草保土,做到草茶共园;发展“草、畜、沼、林、茶”五位一体茶园,逐步把单一的茶园生产扩大,向多

种经济方向发展等实践,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应变能力,促进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的提高,努力为山区生态农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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