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建德——本栏目由建德市委党史办与钱江晚报·建德生活共同举办

2017.4.28 星期五2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邹炬 电话：64790577

QIANJIANG EVENING NEWS

建德生活

我出生在“茶园”，从小就接触茶叶。孩

提记忆中，洋溪原沿 320 国道北侧，满山是

茶；年少时，课余时间我经常到茶山采茶籽，

采的茶籽卖了补贴家用，记得那时候洋溪和

下涯供销社收购站的茶籽收购价 0.25 元/

斤；小学到初中，一到春茶季节的星期六与星

期日或农忙暑假，也都上山采茶；高中毕业

后，还曾跟随生产队社员到洋溪张勘头一带

开山种茶。1977年秋冬恢复高考，我考上大

学，学的专业是茶学。从此，这一生都跟茶叶

结下了不解之缘。1982 年 1 月从浙江农业

大学茶叶系毕业后一直从事茶方面，迄今已

有 30 多年了。我曾先后在开化县虹桥林业

工作站、建德县梅城区农技站、建德县茶场、

建德市农技推广中心工作。外界都说我是茶

叶界的老专家，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戴着眼

镜的老茶农，这一生就专注于一件事：从事茶

叶科技开发和茶技推广，经历了建德茶园大

发展、茶叶初精制一体化加工、名优茶开发、

茶叶经营体制大变革、建德茶叶品牌创建等

建德茶业发展之历程。

我的茶叶技术指导之路
记得上世纪 70、80 年代，建德主要出产

炒青与烘青绿茶。1984年春，我在梅城区农

技站从事茶叶技术指导。当时大洋镇下徐村

（后来的青源村）出产的炒青品质出现了烟焦

味且外形松炮，我去这个村里做技术指导。

我先坐船从梅城码头到大洋码头，然后扛着

我的自行车下了船，再骑一个多小时的崎岖

山路到达下徐村。茶厂炒茶一般都在夜间

进行，我与炒茶村民进行了技术交流，讲述

了炒茶技术要领，就有一位炒茶工表示不服

气，说我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并说你动

手做做看看，比试比试。是夜，我也只好

“趁机露一手”，做个样给他看看，当天晚

上，我就从晚上十点炒到了凌晨一点，炒出

的炒茶色泽绿润、味道纯正，没有烟焦味，

这时炒茶村民才信服，当天晚子夜我就睡在

了唐姓村民家里。

同年九月，我来到了建德县茶场（当时建

德市叫建德县）被委以副场长职务，担负技术

指导和茶叶经营管理。在该场 3 年多，我参

与了“新安江”牌烘青茉莉花茶开发。这种花

茶当时在东北、西北、华北山东等地小有名

气，山西平遥一带常有冒充建德的“新安江”

茉莉花茶，建德工商部门也曾协助县茶场前

往处理。当时县农业局在全县引领兴办精制

茶厂，其中 8 家乡村精制茶厂主产加工烘青

茉莉花茶，但这些新办精制茶厂又缺乏整套

技术，亟需提供技术培训与技术规范，为此，

我根据县茶场的多年经验与改进设想，撰写

一套烘青茶坯加工技术规范，1986年底我调

离县茶场进入县农技推广中心，负责烘青茉

莉花茶生产加工技术指导，蹲点前源精制茶

厂、洋尾精制茶厂等。时至 90 年代，花茶生

产由于生产成本高企，其重心移向广西等西

南一带，建德由于昂贵的成本和同质化竞争，

在1995年基本退出了花茶竞争市场。

研发建德的名优茶
建德的名优茶开发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初，早期着重恢复创新“建德苞茶”，自 1985

年开始开发龙井茶，1992 年开发“清心三

绿”、1998 年开发“千岛银针”、2000 年开发

“新安白茶”、2012年开始开发“甜香型”工夫

红茶。

1985 年时，时任建德县县长汪力忠，决

意推广龙井茶技术，同年财政拨款 10 万元，

专门用于该茶技术开发。请来西湖龙井茶师

傅王长庚、叶德武等大师，在童家、乾潭、莲花

等多个乡镇开展龙井茶炒制技术培训。当时

的县茶场作为培训点之一，主要接收梅城区

的茶农在祖家山基地培训。从此，开启了建

德产龙井之端首。

1988 开始鉴于建德现有茶类是炒青绿

茶与价位较高的名茶，炒青绿茶价格大致在

10—30 元/公斤；而名茶价位大多在 200 元/

公斤以上，就是没有一款茶是适合广大工薪

阶层的，鉴此，农业局领导决定由我来主持研

发了一款适合工薪阶层消费的优质绿茶——

清心三绿茶，这款价位在 100 元/公斤至 200

元/公斤。当时我从事研发的清心三绿茶还

获得了浙江省农业厅颁发的浙江省优质绿茶

证书，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肯定，不容易。

2009 年我还主持编撰了《清心三绿》建德农

业地方标准。

1997 年春，鉴于名茶市场要求“新、奇、

特”的消费追寻，在钦堂、洋尾一带尝试开发

以单芽为原料的高档针形名优绿茶开发，该

茶“形似针、香如兰、味甘醇”，用玻璃杯冲泡，

茶在杯中，亭亭玉立，煞是好看，闻之清香，赏

之悦目，市场反馈看好。为了给该茶冠个中

听的名称，通过主要开发者吴达春、张再清等

人研究讨论，尤其听取原建德茶场销售顾问

方富祥的深邃分析，以优雅生态环境、名声大

振的千岛湖作大背景，古有“君山银针”，现有

“千岛银针”，确定该茶名称为千岛银针。从

此，该茶作为建德特色名茶，2001 年被正式

列入杭州市十大名茶之一。2005年，我主持

编撰了《千岛银针》杭州农业地方标准；也因

开发该茶“有功”，我还获得建德市首届科技

工作者“突出贡献奖”。

建德采制技术的演变之路
炒茶技术也从手工炒制到半机械化，到

现在的全智能化。手工炒制的茶叶品质较

高，但炒制技术要求很高，需经多年苦练才能

掌握，并且劳动强度大，况且容易被高温锅烫

伤。1995年，我们采购了四台往复式龙井茶

炒制机，龙井炒茶技术由手工提升到了半机

械化。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全智能化炒茶技

术，炒出来的龙井茶品质几乎接近手工。全

智能化炒茶技术功效高，而且安全系数高，全

智能化炒茶机带领建德茶叶进入了智能化时

代。

我每天都要品茶、看茶，品遍建德本地的

绿茶，看遍建德的茶山、茶厂。我每天都会上

网查看茶叶技术，查看茶叶有无出现新技术、

新经验，包括新品种、新设备、新工艺，关注哪

些可以为我们建德当地所用，哪些人适用哪

些技术等。

迄今，还有一个绿茶栗香的技术难题还

未突破，依然是我萦绕心头的“茶叶梦”！

讲述人：张友炯，1957 年 10 月出生于

“茶园”，曾先后在开化县虹桥林业工作站、建

德县梅城区农技站、建德县茶场、建德市农技

推广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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