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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之际，浙

江的80后、90后乡村青

年们，在“共富”的道路

上 ，发 挥 了 怎 样 的 作

用？钱江晚报《有风景

的思政课》栏目联手浙

江开放大学，走入浙江

各市县乡镇农村，从浙

开大培养的农民大学生

的创业故事中，感受他

们对共同富裕的全新理

解。

第一站，我们走进

绍兴市新昌县西山茶

园。清明将至，作为盛

产大佛龙井的产地，新

昌正处于一年中最繁忙

的季节。而如今，新昌

县不仅有采茶炒茶的传

统茶农和茶厂，还有一

群“茶艺西施”，为家乡

的龙井大力宣传。

新昌县是茶道之源、禅茶之乡。

学院开办了初级、中级、高级等级别的

茶艺师培训，培养出一大批技艺精湛

的茶艺师，不仅在浙江省茶艺师职业

技能竞赛大获丰收，还拿到过全国大

学生双创比赛金奖。这些专业人才在

新昌县的茶产业领域中发挥自己的才

能，为传承发扬新昌茶文化努力。而

面向市民开展的茶文化培训，也让普

通百姓的生活过得充满诗意。“大佛茶

艺”成为省级成人教育品牌。

吕美萍
浙江开放大学新昌学院院长

舞台梦意外受挫
十字路口遇到领路人

10 年前，在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毕

业大戏上，吴玉梅演了一出《黛玉葬

花》。毕业后顺利进入乐清越剧团，老

师们都夸她有天赋，谁知道舞台梦才

刚起步，就因为意外中断了。

原来，吴玉梅的皮肤竟然对油彩

过敏，根本扛不住天天上妆演出。她

从小的越剧梦就此夭折。被迫转行的

吴玉梅，拿着一张中专文凭回到家乡，

着实迷茫了。那时吴玉梅不知道，家

门口那片从小喝到大的大佛龙井，会

让她收获新的人生。在十字路口，她

幸运地遇上了领路人——浙江开放大

学新昌学院院长吕美萍。

那是2013年，吕美萍正在学校里

开办茶艺培训班。这个培训班主要是

面向新昌的茶产业相关从业人员的。

在人群中，吴玉梅引起了吕美萍的注

意，“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姑娘气质很

好，很有培养潜质。”

了解到她是戏曲演员出身，正在事

业转型迷茫期，吕美萍向吴玉梅抛出橄

榄枝，“想不想成为茶艺师？”

8年炼成国家一级茶艺师
家乡大佛龙井由她代言

其实，吴玉梅的父亲就是个茶农，

她家也有茶园。但她以前从没想过

“继承家业”。“茶对我来说实在太平常

了。”吴玉梅坦言，90 后一代年轻人，

并不想要重复父辈的人生。“因为茶农

太苦了。小时候经常看到父母炒茶到

深夜，爸爸手上都是茧子。”

浙开大新昌学院给她打开了全新

的舞台。在这里，她不仅完成了大专

和本科学业，还通过茶艺师的培训和

比赛，迅速成为新昌县的“明星”。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夏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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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越剧花旦

回乡8年修成顶级茶艺师

一杯大佛龙井

改变茶二代人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主战场在农村地区，关键在人才。自

2004年以来，浙江开放大学已经累计培

养农民大学生9万余名。去年，我们启

动了助力山区26县建设终身学习型社

会行动，建立开放大学服务山区建设、

地方支持开放大学发展，协同迈向共同

富裕的协作机制。我们计划未来 5 年

培养涉农专业农民大学生5万人，培训

农民学员 100 万人次，为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输送更

多致富带头人和实用人才。

张建国
浙江开放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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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师的技能培训，从初级开始

走到国家一级，通常来说需要 20 年。

但吴玉梅只用了8年。“因为年轻人有

一个迅速成才的‘绿色通道’，就是参

加省级和全国的茶艺职业技能比赛。”

吕美萍告诉记者。

2016年，浙江省举办茶艺师职业

技能竞赛，浙开大新昌学院重点培养

吴玉梅参赛，拿到第一名。同年，她代

表浙江省参加第三届全国茶艺师职业

技能总决赛。

比赛中，选手不仅要能区分四大

产区六大茶类，不同种类茶叶的不同

冲泡方法，还要审评茶叶的品质。为

此，吕美萍带着学生到茶山、茶厂，向

茶农们学习，观察采摘和炒制过程，再

把这些茶带回家开汤审评。

在这个过程中，吴玉梅掌握了茶

叶甘苦的秘密。以绿茶为例，杀青是

绿茶工艺中最重要的一步，但有些茶

农为了赶着卖，摊青不到位，杀青不

足。“急着做出来的茶，干茶的外形似

乎差异不大，但冲泡后就容易有青涩

感。”吴玉梅说。

准备比赛的日子很难忘，集训的

时候，师生们日夜相伴。在自创茶艺

环节，吕美萍专门为吴玉梅打造了一

个小短剧《戏缘茶情》，表现传统戏曲

文化和传统茶文化的结合。当吴玉梅

用越剧吟唱出场，一下子把评委们吸

引住了。最终，她一举拿到国家银奖。

2021 年，吴玉梅被评为“浙江工

匠”，她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当地媒体和

政府、企业宣传片中，成为大佛龙井形

象代言人。

更多90后00后回乡
接手父辈的茶园

在新昌红旗茶厂，手工炒茶的师

傅们和全自动的机器同时繁忙运作。

这家茶厂是大佛龙井的创始企业，墙

上挂满金灿灿的奖状，几十年如一日

追求最好品质。

据了解，2021年，新昌县茶叶产量

5860 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92 亿元，

占全省龙井茶产量、产值的20%以上，

可谓“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大佛龙井进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十强也十多年了，如何进一步提升

品牌价值依然值得探索。”红旗茶厂负

责人石志辉说，“我们需要更多像玉梅

这样的茶艺师来挖掘茶文化的价值。”

就在新昌县的“中国茶市”内，吴

玉梅开设了自己的“梅苑茶工作室”，

开设习茶课程。她的个人视频号里，

有许多美如大片的视频，吸引众多点

赞转发评论。

“茶艺师要泡好一杯茶，需要去了

解从选育、种植、加工、审评、冲泡每一

个环节。但如果想让更多年轻人回归

到茶园里来，我们就要传播茶的美。”

梅苑茶工作室现在是新昌县农业

农村局的定点培训点，把茶专业知识带

到机关、企业、校园、社区里，也送进偏

远的山区，在绍兴、上虞、嵊州、嘉兴、丽

水等地合作办学开展培训，目前已经培

训了茶艺师、评茶学员近6000名。

“10 年前，传统茶行业还不被年

轻人看好。”吕美萍说，“如今，通过学

校不断地培养，像玉梅这样的 90 后，

甚至00后的茶二代、茶三代已经开始

回到家乡，接手父辈的茶园，我很高兴

看到这样的转变。”

什么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在

90 后的吴玉梅看来，“共富”并不单纯

是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茶农的收入，“共

富”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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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美萍（左）

吴玉梅吴玉梅

致 富 标 兵

吴玉梅,1993 年

出生,新昌大佛龙井

“形象代言人”。这

位“茶二代”的人生，

因回归家乡，投入乡

村振兴事业而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