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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木一叶，遇水而活，一杯清茶沁心怡情。

好寄语美

从2015年至今，醉西湖已经成立了三家

炒茶（炒制）中心。今年 4 月 12 日，醉西湖又

有新动作，西湖龙井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

白塔培训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这是目前全国

唯一一家以“西湖龙井茶”命名的技能培训学

校，运用的是“工厂+学校”的教学模式。

第一批学员共计15人，参加了半个月的

课程。“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井）”代表性传

承人胡国雄是学校的授课老师之一，他告诉

钱江晚报记者，“课程包括理论课、炒制课、冲

泡课、评审课。”他补充道，“如果你想成为一

位初级的炒茶师傅，你必须先成为一个中级

水平的评茶员，如果茶都不会品，怎么能炒出

好茶，所以我们要求学员样样都要精通。”

上一批学员在7月份完成了课程，到了9

月秋茶季，有人立刻做到了增收。胡国雄也

很惊喜，“西湖产区的茶农一般不做秋茶，秋

茶味道本来就淡，若是用机器制茶价值就更

低了，但这位叫朱宁的学员，手工炒制了二三

十斤秋茶，卖了 1500 元一斤！”秋茶炒制，这

里面其实有很多门道，秋茶叶片大、茶多酚含

量低、苦涩味重，所以需要高温杀青，再把它

的芳香物质呈现出来。“之前他用机器做春

茶，每斤也就卖到 1000 元到 1500 元。看

看！这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此外，技能培训学校还传递了茶文化，学

员中就有被茶文化吸引的。于连洲从安徽来

到杭州，刘加其则从嵊州来到杭州,他们以前

从未系统接触过茶叶。“看到培训学校在招

人，他们就马上报了名，每节课程他们都抱着

极大的热情，特别是炒茶的时候。”胡国雄顿

了顿，“他们手上没有茧，所以炒茶很容易出

血泡，就算出了血泡他们还是不愿停下来，一

直练习。”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只做西湖景

区的龙井茶，开创了‘产、学、研、销’一体化的

融合发展模式，打通了全产业链。”他介绍，

“我们积极相应‘联乡结村，互助互建，通过村

企联营的形式开展了许多龙井茶文旅融合项

目。”龙井村就是其中一个融合项目，现在它

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研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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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西湖供图诞生于 2012 年 11 月的“醉西

湖”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西湖龙井茶

文化品牌。从 12 年的维度来说它

仍是茶界的萌新，但它带来的“三

茶”统筹发展案例却很成熟。

打开某旅游点评网站，输入“安吉宋茗茶

博园”，几千条评论几乎都是好评。自 2018

开园起，它为何能一直兼得高人气和高口

碑？在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卓超看来，最大的“秘诀”在于：他们跳出了茶

叶做“茶叶”，不断做大茶的“朋友圈”。

宋茗茶博园位于安吉县城北部，2600

亩的总面积，融产茶、研茶、品茶、演茶于一

身，是集住宿、茶餐饮、休闲、娱乐、购物、配

套于一体的茶主题生态农业文旅度假综

合体。

“春茶季，我们茶博园里的涵田度假酒

店，131间客房每天都爆满，想来住宿，至少

得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卓超坦言，在这里其

实并没有明显的淡旺季，哪怕是在平时，节假

日和周末的入住率也能达到 90%左右，全年

平均下来超过了 85%。“这样的入住率，安吉

找不到第二家。”卓超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酒店涨了 3 次价。“即便如此，房间依旧天天

爆满，省内外的游客也越来越多，证明大家确

实有这个需求。”这家以安吉白茶为主题的

度假综合体缘何能如此火爆？因为它们始终

在不断丰富茶产业的业态，把茶的“周边”做

得越来越有声有色。

在这里，谁都可以感受到关于茶的“n

种新体验”：走进白茶博物馆，了解中国茶通

史和安吉白茶的“前世今生”；在非遗工坊体

验炒茶制茶、手绘设计白茶外包装；参与研学

项目，学习茶礼茶艺；参观数字化加工生产

线，见证茶叶智能高效生产⋯⋯ ”

安吉白茶
跳出茶叶做“茶叶”

安吉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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