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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5万株已种下
三年后可实现采摘

邵建华说，2022 年，他们进行了试点——500 株

“龙井 43”茶苗在九龙县试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

和培育，这批茶树存活率较高。

“都说高山出好茶、乱石出好茶。这两点，九龙县

的茶山都符合。”西湖区农业农村局首席茶叶专家、西

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会长商建农曾两度去九龙县，对

龙井茶苗在当地成活很有信心。

他介绍，此次捐赠的“龙井 43”，是中国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从西湖产区龙井群体中选育出来的无性

系国家级优良品种，育芽能力强，适合大规模种植。“第

一批5万株茶苗这两天种下了，成功后，西湖区还准备

了第二批5万株‘龙井43’。”

九龙县现在种下的“龙井43”，要三年后才能实现

采摘。

据介绍，杭州西湖区落实专项资金 10 万元，用于

九龙县茶产业的土地流转、集中管养、水肥安排等。另

外，种植、制作、销售等一系列工作都有了规划，比如种

植方面，西湖区、九龙县两地茶叶专家已组成技术团

队，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交流，杭州专家可第一时间提

供技术支撑，并派驻一名技术员长期在九龙县进行指

导；经营模式方面，为“公司+农户+村经济组织”，即由

相关企业负责指导生产和销售，村集体负责种植和养

护，茶农负责流转土地获取稳定收益。

“‘龙井 43’扎根高原，是打开了一个口子。我们

的最终目的，是助力当地把茶产业做强做大，把茶叶品

质提升上去，打开销路，实现创收。”邵建华说。

本报讯 杭州运河湾一带，早前是

工业带，如今正华丽转身，打造国际旅游

休闲综合体。今后，这里或许会成为杭

州的“达令港”。近日，运河湾国际旅游

休闲综合体二三期项目正式开工。

钱江晚报记者昨天采访了杭州市商

旅集团（市运河集团），了解到该项目的

具体情况。

运河湾国际旅游休闲综合体，地处

大城北核心示范区，是大城北十大标杆

项目之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样

板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综合体内，

除了住宅楼、商业办公楼，还有水运集散

中心、枢纽公园、幼儿园等配套设施，涵

盖了居住、商业、娱乐休闲、交通枢纽等

多种功能。

目前项目一期已开工建设，分布在

运河两岸，共 4 个地块。运河西岸的两

个地块进度比较快，其中 9 号地块去年

已完工，10 号地块计划今年完工。运

河 东 岸 的 两 个 地 块 将 在 今 年 正 式 开

工。今后运河两岸，会有一座跨运河桥

来联通。

刚刚开工的运河湾国际旅游休闲综

合体二三期，位于一期的东侧——东至

上塘高架，南至规划支路十一，西至丽水

路，北至莫婆桥河，未来将打造集商业、

商务、居住、旅游于一体的城市地标级建

筑。

这个区域内，最有代表性的是管家

漾码头区域。原来这一带是杭州钢材市

场，按照规划，运河边的工业遗存——龙

门吊将被保留，同时围绕运河主题文化

进行设计，将水陆集散中心、工业遗址公

园等加入其中，打造成运河边的特色休

闲娱乐空间。

曾经承担工业货运功能的管家漾

码头，将成为水运集散中心，今后游

艇、水上巴士等各色游船都会出现在

这里。

湾区内有一幢“门”形的地标建筑。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成为杭州又

一处地标级打卡点。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徐栩

杭州城北管家漾
将变身为“达令港”

再过十多天，西湖龙井新茶就要开始采摘了。

离西湖2000公里的四川省九龙县，也传来了“龙井43”的消息。

前几天，带着杭州人的情谊，5 万株“龙井 43”茶苗长途跋涉来到四川省九龙县，在海拔 2000 多米的高原上扎

根。

3月1日，“龙井43”在全国海拔最高的茶村——海底村种下。这是“龙井43”第一次在高海拔的地方进行大面

积种植。

三年后，也许我们能在高原喝上一杯当地产出的龙井茶。

西湖边的5万株“龙井43”，搬家到2000多米海拔的高原

也许三年后的我们
能喝到青藏高原上采的龙井茶
本报记者 余雯雯

跋涉2000多公里来支援
“龙井43”让两地情缘更深

“龙井 43”奔赴四川这件事，挂职九龙县委常

委、副县长的杭州援川干部邵建华全程参与。

3月1日，接到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的电话，

邵建华先说出两个字：“有缘。”

四川省九龙县是杭州西湖区的对口支援地

区，也是甘孜州唯一的茶产地，至今已有800多年

的种茶、制茶历史，拥有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海拔最

高的古茶树群落，其传统生产的茶被称为“九龙绒

巴茶”。

而杭州西湖区是西湖龙井茶的产区。

邵建华是老杭州，家就在西湖区龙坞边，家里

有茶园，他和茶叶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2021 年 6 月，邵建华到九龙县，就迅速摸

了摸底，得知当地产茶，且颇有历史，心里就冒

出 了 在 茶 叶 上 做 文 章、帮 助 当 地 人 致 富 的 想

法。

杭州大后方的支持力度很大，比如中国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九曲红梅红茶制作技艺非遗

传承人包兴伟等专家，受邀之后，二话不说，就到

高原上做调研、出主意。

通过实地走访，专家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和一

个优势。

一个问题是，当地茶农因为茶叶销路不畅等

原因，没有重视传统古茶树的保护，使很多茶地变

成了玉米地，同时茶产业在质量和品牌上都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一个优势是，九龙县身处河谷地

带，云雾缭绕，非常适合茶叶生长。

最后，大家讨论出一个办法：从西湖区引入

“龙井 43”，通过两地茶产业合作，帮九龙县茶产

业进一步提升技艺、改善工艺、打开销路，提升品

牌效益，让当地茶农增产增收；同时，借助当地气

候优势，浙江茶企业可在当地创办龙井茶的生产

线进行创收。

四川九龙县茶农种下“龙井43”

支援四川九龙县的“龙井43”茶苗
运河湾国际旅游休闲综合体一部分（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