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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质量安全理念推动茶业健康发展
全国茶叶生态栽培技术培训班暨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观摩会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实习记者曹宇萱）日
前， 由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举
办的

2014

年全国茶叶生态栽培技术
培训班暨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观摩会在我市举行。 此次会议围绕
我国茶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生态栽
培技术的应用情况展开讨论， 推动
我市、 我省甚至全国茶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

在此次会议上，农业部种植管理

司调研员封槐松作了题为《全国茶叶
生产形势及发展思路》的专题讲座。

封槐松提出，茶叶生产一要茶园
标准化。要大力推广茶叶生态栽培技
术，加快标准茶园创建。二要管理科
学化。要结合实际，按照科学方法，适
时适度采摘、修剪，改善土壤肥力，及
时防治病虫害。 三要采茶机械化。要
加快研发和推广机械化采茶技术，从
根本上解决采茶用工难问题。四要产

品无害化。要从建园环节、生产环节、

采运环节、加工环节，严格控制有害
物质、化肥、农药施用，提高茶叶质量
安全水平。 只有科学地管理茶园，才
能从源头上保证茶叶的质量，出产真
正的好茶叶。

同时，封槐松也对于茶产业今后
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一要稳定茶
园面积，提高茶叶单产、质量、效益。

二要充分利用茶树有效成分，采摘茶

叶要适时适度，不要过分追求早和独
芽，制作名优茶提倡一芽一叶或一芽
二叶。

在此次会议上，农业部茶叶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副主任王国庆，也
围绕我国目前茶叶质量安全现状和
未来国际国内发展趋势作了题为《全
国茶叶质量安全形势及标准体系建
设情况》的专题讲座。

通过此次会议，我市与会人员认

识到， 要想保证茶叶的质量安全水
平，就要不断改善茶树土壤环境和肥
力状况，防止茶树病害。要推广茶叶
生态栽培技术，建立规范的生态示范
园标准；要结合各地实际，按照科学
的方法合理采茶制茶。同时，还要加
快研发和推广机械化采茶技术，保护
茶叶品牌。

为了全面提升茶叶的质量，与
会代表一致认为， 茶业发展不仅仅
是生产环节， 同时还应该加强加工
和流通两大环节的监管， 建立从产
地到市场的全程质量监控系统和追
溯制度， 依法查处不符合质量安全
标准的茶产品， 加大对茶叶质量抽
检的覆盖面和检测频次，只有生产、

加工、流通三大环节三管齐下，才能
促进茶产业走上健康、 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饮茶之中见真情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客来敬茶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俗与风尚。

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周代， 茶叶已被上层社
会的人士奉为贡品与礼品。到两晋、南北朝时，

客来敬茶已成为社交上礼仪，唐代颜真卿《春夜
啜茶联句》中的“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昭
示了我国人民自古重情好客，以茶挽客的美德。

世界上的饮茶礼仪，尽管名称上有茶道、茶
礼、茶仪、茶宴以及茶艺、茶会之分，内容与形式
上有简朴与文雅、安静与热烈、古色古香与现代
情调、清饮与加入佐料、煮与泡、缓啜与快饮之
分，但不论区别有多大，其或表敬意，或表质朴
的意境，均融入了文明精神的内涵，属于客来敬
茶的范畴，都是从我国古老的茶礼演变而来。

客来敬茶是一门艺术， 它涉及茶学、 卫生
学、美学等诸方面。具体地讲包括：

环境———给人以静谧、幽雅、洁净、舒适以
及随遇而安之感。

茶———因人择茶， 如北方人嗜饮鲜灵的香
片茶，江浙沪人喜爱清芬的绿茶，闽粤人则对酽
郁的乌龙茶、普洱茶感兴趣。

水———一杯清茶，水大约占
97%

，甘洌的泉
水或明净的其他水，是构成茶汤的重要基础。

具———造型精美，功能齐全，消毒完善的茶
具是必不可少的。

烹茶与奉茶———勺茶、火候、注水以及彬彬
有礼、熟练利落的动作，是茶礼的基本功。

品茶———客人要以礼还礼，细品慢啜，表示
赞美与感谢之情。

客来敬茶， 只有掌握了上述要领和约定俗
成的规矩， 才能使客人充分领略茶的色香味之
妙，深切感受人情之美，茶德之功，养性之效，进
入逸趣横生的意境。 （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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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和枸杞都可
以分别用开水冲泡饮
用，对人体很有益处。

有不少人干脆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冲泡。但
是， 绿茶里所含的大量鞣酸具有收敛吸附
的作用，会吸附枸杞中的微量元素，生成人
体难以吸收的物质。 餐馆里流行的八宝茶
中也是既有绿茶又有枸杞， 虽然绿茶的量
比较少，但也不宜多喝。

上午喝绿茶下午饮枸杞
绿茶和枸杞都很有营养， 绿茶含有儿

茶素与
β-

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

多项实验证明，绿茶能清除自由基、延缓衰
老、预防癌症。

常喝绿茶可以防止细胞基因突变、抑
制恶性肿瘤生长，降血脂、降血压，防止心
血管疾病，还可以预防感冒、龋齿及消除口
臭等。

枸杞性平、味甘，具有补肾益精、滋阴
补血、养肝明目、润肺止咳的功效，很多保
健养生的药物中都含有枸杞。 枸杞含有氨
基酸、生物碱、甜菜碱、酸浆红素及多种维
生素，还含有多种亚油酸。

给大家提个建议：上午喝绿茶，开胃、

醒神；下午泡饮枸杞，可以改善体质、有利
安眠。

夏天喝绿茶最适宜
中医认为， 春夏秋冬四季饮用的茶都

应该不相同。就是应该根据各种茶的性味，

在不同的季节喝相适应的茶。

红茶能暖胃、醒神，还能帮助消化，在
寒冷的冬季饮用甘温的红茶是最适宜的。绿茶性味苦寒，冬天
饮用容易造成胃寒，还可能影响食欲。而夏季炎热时，喝绿茶
正好可以取其苦寒之性，消暑解热，生津止渴。

许多人喜欢在大鱼大肉饱餐一顿之后喝些茶， 这样也对
健康不利。茶中的大量鞣酸，会与蛋白质结合生成鞣酸蛋白，

这种物质有收敛作用，使肠道蠕动减弱，从而延长食物残渣在
肠道内的滞留时间，进而导致大便干燥。所以，饱餐后最好先
不要喝茶。

茶有两种相反作用
茶同时具有提神和养神两方面的作用， 提神作用可以使

大脑清醒灵活，而养神作用则具有抑制、安神的作用。同样的
茶却能导致这样两种相反的作用，是什么道理呢？

当茶叶刚泡开
3

分钟左右时，茶叶中大部分的咖啡碱就已
溶解到茶水中了。 这时的茶就具有明显的提神功效， 使人兴
奋。而再往后，茶叶中的鞣酸逐渐溶解到茶水中，抵消了咖啡
碱的作用，就不容易再使人有明显的生理上的兴奋。

所以说，茶的作用是有两面性的。有的人晚上不敢喝茶，

就是因为怕喝了睡不着觉。其实，只要把一开始冲泡约
3

分钟
的茶水倒掉，再续上开水冲泡饮用，提神的效果就不会那么明
显了。 （吴铭）

谭家河乡强化旱季茶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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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彭延斌）入夏以来，骄阳似火，

由于干旱少雨，茶园抗旱形势严峻。为减少
茶农经济损失，日前，河区谭家河乡精心
组织，广泛动员，全力打响茶园抗旱“保卫
战”。

精心组织领导。牢固树立“抗大旱、抗
久旱、防大灾”理念，把抗旱救灾作为当前
重要工作来抓，制定和完善了《抗旱应急预
案》，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抗旱一线，检

查旱情，调查灾情，及时帮助解决抗旱中存
在的问题。

加强技术服务。 积极邀请河区茶叶
局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零距离”为茶
农传道解惑，指点迷津；对有水源的茶园，

及时浇灌茶树，补水降温；对高山茶园，要
求在茶园铺草，减少阳光直射和水分蒸发。

此外，要求干旱期间不修剪、不除草，等旱
情解除后，剪除焦枯枝叶，适当施肥，促进

茶树恢复生机。

全力调度水源。 对现有的水源，统
筹兼顾，全面权衡，实施“一盘棋”统一
调度。在充分用足、用活、用好现有水
源的同时，鼓励各村组采取筑堤拦水、

开渠引水、打井取水、架泵抽水等应急
措施，积极挖掘抗旱水源，为抗旱工作
提供水源保障，力争把茶农的损失降到
最低。

近期，河区河港镇积极组织茶农修剪茶树、除草、清理排水沟，加强茶园管理。图为
茶农正在修剪茶叶树冠、清理杂草的情景。

本报记者吴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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