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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屏山县茶产业 

融合发展问题研究 

左星移 孙艳玲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3）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茶产业是屏山县的传统优

势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促进屏山县茶产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

分析屏山县茶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屏山县茶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更新产业品种、

扩大茶园规模、引进和培养人才、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等促进屏山县茶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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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是乡村

振兴的重点。屏山县茶园面积 1.4万 hm2，实现干茶年产量 1.46万吨，其中名优茶近 0.4万吨，全县茶产业综合产值达 25.5亿

元，是该县促农增收，助推全县脱贫摘帽工作中最重要、最稳定的产业支柱。茶产业是屏山县的传统产业，茶叶种植有一定历

史、规模和知名度，茶叶加工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还未起步。茶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提升屏山茶产业品

质、促进屏山县茶产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屏山县茶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1.1第一产业种植面积逐年上升 

屏山县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宜种植茶叶，发展势头良好。2013-2019 年，屏山县的茶叶种植面积从 11917hm2

增长到 14000hm2；茶产量从 0.9532万 t增长到 1.5万 t。茶农有 13万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 40%，茶农平均每年种植茶叶收入

约 1万元左右。2019年屏山县毛茶销售收入 9.96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3.2%；实现品牌销售 2030t，比 2018年增加 120t，增

长 6.3%。 

1.2第二产业逐步发展 

屏山县有岩门秀芽、水中韵、龙湖萃、旭茗茶业、九都、两江等茶加工龙头企业，这些企业都是集生产、加工、销售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其中，名牌产品“天府龙芽·屏山炒青”多次蝉联国家、省级名优茶称号，2009年获得农业部“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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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农产品、2012年获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2015年获四川省“著名商标”等荣誉，品牌价值逐渐显现。屏山县岩

门韵绿茶业专合社的茶产品，达到欧盟进口茶 467项检测标准。屏山茶叶的生态绿色品质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1.3第三产业刚刚起步 

屏山县第三产业的发展较为滞后。目前当地茶旅融合发展较为完善的地区有锦屏-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龙华和正在建设中

的大乘镇。政府每年举办“屏山炒青”文化旅游节，鼓励茶农积极兴办“生态农家乐”，鼓励发展民宿和体验制茶。但是，每

年除了节庆活动期间游客比较多之外，其他时间游客较少，旅游业发展刚起步。 

2 屏山县茶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及原因分析 

2.1品种老化 

屏山县目前种植最为广泛的品种为绿茶，品种老化，多为十几年前的品种，产量、品质都比较低。原因有：一是气候土壤

的原因，传统种植这些茶树；二是大部分茶园分布在边远山村，交通不便，生产成本高，管理不便，大部分茶农只生产一季春

茶，夏、秋茶利用率低；三是改换品种成本较高，且具有较高风险，茶农不愿意改换品种，放弃当前利益。 

2.2产量供不应求 

屏山县茶叶种植面积较大，但是鲜茶叶产量供不应求。茶叶按季度采摘。近几年因为气候原因，鲜叶产量有所下降，这直

接影响茶叶产量。因为屏山茶叶属高山茶，质量较好，一般生产出来后，供当地企业生产加工，产品供不应求。满园春色、岩

门秀芽公司生产的红茶在江浙、北京等地销量倍增；以龙井、中都白茶为代表的屏山早茶，在江浙沿海市场供不应求。 

2.3企业规模小，品牌效应低 

屏山县制茶企业的规模都不是很大，经济主体不强，存在着土地少、不集中、规模小的问题，由于企业销售市场分散，因

此市场占有率较低，虽有销往外地但竞争无序，销售渠道单一。强化了品牌建设，市场营销取得新成果，以“龙湖翠”“水中

韵”“岩门秀芽”“生态抹茶”“原林茶叶”等为代表的屏山茶在省内外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深受消费者的认可，但是没有

形成统一的屏山区域品牌。原因是宣传力度不足，企业间合作不够，投资较少，对外来先进技术引进不够，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品牌效应低等。 

2.4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目前屏山县以茶产业为依托的旅游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成熟。虽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屏山炒青”文化旅游节及其他

旅游活动，但是由于景区业态较少，容量有限，接待能力有限，所以并不能留住游客，带来更多的收益。主要表现在：一是基

础设施滞后。道路狭窄，没有旅游观光车、停车场，酒店、旅馆（含民宿）少，接待能力弱。二是旅游景点少且形式单一不新

颖，景点的规划不细致。三是宣传力度不强，很少有人知道屏山炒青节等一系列活动。 

3 促进屏山县茶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3.1更新茶叶品种 

一是改造老茶园、引进优质绿茶品种、开发新产品，精心栽培，将会给茶农、企业以及地方带来比较好的收益。屏山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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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老化，优质茶叶太少，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现在茶农种植的茶叶多是七八年前的老品种，在年复一年的采摘工程中已经

开始面临品质下降，产量减少的问题。二是充分发挥屏山茶品质优势，应用现代高新技术，对茶叶进行精深加工：发展茶饮料

业，开发饮料茶、保健茶和药茶，增加茶叶销量；提取茶多酚、茶色素，用于卫生医疗等方面；加工茶食品、茶用品，引导馈

赠文化和健康消费新时尚。 

3.2扩大茶园规模 

一是茶园建设要按照规范建设、标准管理、生态配置、组织生产的要求，加大对老茶园的改造和新基地的建设力度。二是

将茶园按照“茶-林-草”间作模式进行生态配置，老茶园配置生态树种，建设生态茶园，防治水土流失，推动茶园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对土地的集中利用，将茶农土地由企业或是私人承包，建设茶园基地，进行集中化种植管理承包茶园，实现“统一标

准、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规模化种植管理便于及时发现种植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

采取准确、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减少对经济、环境等造成的损失。四是打造现代茶叶产业示范区，以夏溪、大乘、新发、锦

屏等茶叶优势乡镇为中心建成 4 个万亩现代茶叶产业示范区，每亩实现茶叶收入上万元，每个示范区实现茶叶收入 1 亿元，实

现示范区茶农人均茶叶收入上万元。 

3.3引进和培养技术人才 

茶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人才。人才通过引进和培养实现。一是吸引年轻劳动力回乡，从事茶叶种植、加工。二是引进种

茶制茶第三产业的专家和企业家，发展茶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发展。三是请进技术人才，培训当地茶农、茶企业，提高技术水

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四是送茶农、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外出学习培训。 

3.4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围绕茶叶种植、加工、旅游休闲等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茶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完善道路、

停车场、住宿、酒店等基础设施。二是挖掘传统特色文化，打造茶文化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特色茶家乐、特色建筑、地

方美食、地方文化。三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如茶园观光、体育休闲、农业示范、田园摘茶、体验制茶、健康养老、健身、婚

庆活动、文化讲习、茶道传承等新业态，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活动内容，增强乡村吸引力，增进乡村人气，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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