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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政 通 报

第三十二期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15日

鲁 琦 同 志
在安康市茶叶学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7 月 9 日，根据录音整理）

经过前期扎实工作和精心筹备，今天安康市茶叶学会正式成

立了，这是我市富硒茶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好事，

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式重要意义，必将对推动我市茶叶“产学研”

合作、实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在此，我代表

市政府，向学会的成立，向新当选的理事长、副理事长表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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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向参与筹备学会成立和长期关心支持安康富硒茶产业发展

的各级组织、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借此机会，我

讲几点意见：

一、安康茶叶学会成立正当其时、意义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2020 年 4 月 21 日，总

书记来我市平利县老县镇视察茶叶园区，对我市退耕还茶还产业

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

重要论断，寄语乡亲们“因茶致富、因茶兴业，把茶叶这个产业

做好”，这是总书记对安康发展茶产业的高度肯定。今年 3 月 22

日，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又指出“要把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起来，让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去年全国两

会期间，总书记在湖北代表团上说“上个月我刚去过陕西，安康

那一带也是富硒地带，你们这里也是富硒地带，要利用好这一宝

贵资源，把它转化为富硒产业”，总书记对安康富硒茶、安康富

硒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振兴安康富硒茶产业指明了前进

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天市茶叶学会的成立，就是深入贯彻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我一直

讲，农业出奇制胜在科技，农业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科技支撑，

无论如何是做不大、也做不强的，茶叶学会的成立，必将为我市

富硒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插上了一双翱翔的有力翅膀。

应该说，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安康富硒茶产业

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实现了质的跨越，圆满完成了“十三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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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握紧拳头、再创辉煌”的目标定位。细数安康富硒茶发展史，

我们经历过辉煌，历经过低谷，跨越了障碍，重获了辉煌。

一是历史悠久、闻名全国。安康是专家公认的地球上同纬度

最适合茶树生长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生产贡茶、最早人工栽培

茶树的地方，距今有 3000 多年历史，被列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

陈云夫人、全国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亲自组织 13 位国家级专家

鉴定安康（紫阳）富硒茶为“全世界首个认定的富硒茶”，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曾题词“健康佳品，驰誉神州”。云南

农大和中茶所研究表明，安康富硒茶还具有“红茶好睡眠、绿茶

不伤胃、古茶耐储藏”的独特品质。安康富硒茶两次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展示推介。

二是种种原因、产业落伍。安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贫困地区，

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十县区均是深度贫困地区，在一个时

期，安康人民经历了很长一段与温饱、摆脱贫困作斗争的艰难岁

月，安康茶产业也因为种种原因，规模逐渐落后，产业渐渐落伍，

茶产业规模由原来的全省第一逐渐下滑，占比从全省 80%以上下

降为不足 40%。

三是奋起直追、仍有差距。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把做大富

硒茶产业作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生态产业和样板产

业，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

绘到底，截止去年底，全市茶园总面积达 107.3 万亩，茶叶总产

量达 4.35 万吨，综合产值 265.3 亿元，面积、产量和产值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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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二，315 个贫困村、3.9 万贫困户实现“因茶增收、因茶

脱贫”，但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设施化、科技化水

平和主体多、龙头小、产业链条不完整等“软硬”实力与全国水

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仍需加倍努力、聚力补短。

四是握紧拳头、再创辉煌。这些年，市级聚焦发展壮大“茶

叶、生猪、魔芋、核桃、渔业”五大产业，聚力擦亮“五个月亮”，

可以说现在茶叶产业的“月亮”既圆又亮。这些年，聚焦良种繁

育，培育出了全省第一个、全国第九个获国家登记的茶树良种陕

茶一号，在大力推广以陕茶一号、紫阳群体种为主的本地优良茶

树品种的基础上，引进龙井 43、福鼎大白、中茶 108 等适宜种植

品种，建成市、县级茶树良种繁育示范园 30 个，实现了产茶县

区良种繁育体系全覆盖。聚焦基地建设，围绕脱贫攻坚，实施了

千村千园产业扶贫工程，实现了脱贫村农业园区建设全覆盖，全

市农业园区总数达 1340 个，其中茶叶园区 276 个（省级 9 个、

市级 132 个、县级 135 个），平利县、紫阳县茶产业发展列入国

家优势产业集群。聚焦主体培育，深入实施“十百千万”工程，

培育各农业经营主体近千家，茶业企业 600 余家，其中龙头企业

84 家（国家级 1 家、省级 21 家、市级 62 家），规上企业 92 家，

产业联合体 16 家，还先后成立了茶叶产业联盟和茶叶协会，今

天乘势而上成立了茶叶学会。同时，还加大了茶产业三产融合力

度，一个个茶园、茶企逐渐成为了康养融合、农旅观光、科普文

教的旅游胜地。聚焦品牌创建，“安康富硒茶”国家地理标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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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商标成功注册，成为区域公用品牌，全国唯一的富硒茶，品牌

价值 35.16 亿元，位列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行榜第二十

位、陕西第一，获评“最具品牌经营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和

武夷山大红袍、赤壁青砖茶齐名，并入选农业农村部《2020 年全

国乡村特色产品和能工巧匠目录》，被中国绿色农业联盟评定为

“2020 全国绿色农业十佳茶叶地标品牌”。2021 年 5 月 10 日，

第五个“中国品牌日”发布的百强地理标志公用品牌目录中，安

康富硒茶成为唯一入选的陕茶品牌。聚焦市场开拓，从 2016 年 5

月 24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安康富硒茶科研成果发布会，沿

着南水北调沿线各省市、西北五省、丝茶之路、东北三省一线开

展全国性宣传推介，实现了全国省会城市全覆盖；接着从 2019

年启动安康富硒农产品（安康富硒茶）“三年百市百店千点”送

健康活动，已达 80 余个地级市，建立直营店 90 余家，营销点近

800 余个。特别是安康富硒茶 LOGO 自 2015 年 10 月在美国纽约时

代广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塔楼外墙首次滚动播出后，安康富硒

农产品先后走进欧美、东南亚、日韩等国家，逐渐打开国门、走

向世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2020 年安康富硒茶逆势

而上，茶叶出口占到了全省的 94%，成为继苹果之后的陕西第二

大出口农产品。聚焦科研创新，安康富硒茶品位越来越高，越来

越受市场认可，主要原因就是有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通过大合

作，加强了院地协作，与全国顶级茶叶研究所开展合作，先后成

立了中国（安康）富硒产业研究院、安康富硒茶技术研究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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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康富硒茶研究院，建立了一批茶叶专家工作站，争取立项

涉茶科技项目 40 余项，申请发明专利 27 项，省级成果奖 4 项，

市级科技成果 12 项，发布的安康富硒茶团体标准成为农业部行

业标准；通过大培训，深入开展科技队伍“双百工程”和千村千

名技术员培训工程，安康茶从过去只有绿茶，到现在红茶、黑茶、

白茶、黄茶、香茶“百花齐放”，还研发出茶饮料、茶食品、茶

化妆品等，成功恢复创新并量产了世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

茶，被茶界泰斗陈宗懋院士称赞为“丝路瑰宝、秦汉古茶”，专

家一致认为安康秦汉古茶极有可能成为有别于现有六类茶的第

七类茶系。

虽说这些年安康茶产业规模面积不断扩张，质量效益全面提

升，品牌市场日趋完善，助农增收成效显著，但放眼全国，安康

富硒茶和南方的龙井、普洱、大红袍还有差距，产业现代化水平

还不高，现代设施装备、现代组织经营、现代科技支撑基础还较

为薄弱，因此，成立安康茶学会正当其时，就是要立足全市现有

较为充实的茶产业科技资源和科研力量，聚焦“十四五”发展目

标定位，持续推进产业现代化、产品品牌化、科技实效化、园区

标准化、市场国际化、主体企业化、业态融合化，聚力提升科技

现代化水平助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学会成立为安康富硒茶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平台

安康富硒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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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学会充分发挥支撑平台作用，凝集科技资源和科研力量，激

发全市茶叶科技工作者能动性、创造性，围绕“坚定一个目标、

当好两个纽带、发挥三个作用”定位，推动茶产业“产学研”深

度融合，为安康富硒茶科技赋能、创新加持。

一是坚定一个目标。以科技创新、科技研发、科研实效为抓

手，助力安康富硒茶重回全国十大名茶之列，为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动能。

二是当好两个纽带。一方面要当好联系党委政府的桥梁和纽

带，充分利用社会团体组织的独特优势，团结、组织全市茶叶科

技工作者，加强调研、加大培训，多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做好

参谋好助手。另一方面要当好联系茶农、茶企的桥梁和纽带，通

过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积极宣传贯彻党和政府有关茶产

业、茶文化、茶科技的政策措施，为企业发展和茶农增收提供技

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三是发挥好三个作用。一要发挥好服务产业的作用，要围绕

学会职能，坚守办会宗旨，立足公益属性，聚焦业务范围，紧贴

全市茶产业发展需要，积极开展茶叶领域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为茶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二要发挥好对外衔接作用，要加强

与市内外、乃至中省相关科技社团的联系，通过邀请国内外茶叶

专家来安考察调研、举办学术讲座等形式，促进茶学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同时，要加

强与中国茶叶协会、茶学会和全国顶级茶叶科研院所对接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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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寻求合作，让他们成为安康茶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的坚强后盾。

三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要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优势，

在“硒”“茶”科技科研融合上下功夫，让安康天然硒与茶产业、

茶科技、茶文化深入融合，打造全省至全国特有的茶叶学会。

三、全力为学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一要加强自身建设。茶叶学会要坚守社团非盈利性质和办会

初心，按照《学会章程》，尽快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要引导和带动全体会员（团体、个人）

担当奉献、热心服务，和衷共济、争创一流，增强内功修炼，锻

造过硬本领、展示良好形象，把茶叶学会打造成有影响力、高水

平的全国一流学会组织。

二要发挥学会优势。市茶叶学会是由全市茶叶专业技术人

员、高校教师、有关专家学者及与茶叶科技、文化、产业相关单

位和个人自愿结成、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组织，所以我们一定

要紧紧依靠科研创新这个优势，挖潜力、增动力，加强学习钻研、

加强学术交流、加强科研合作，守住优势、拓展优势，发挥好优

势。

三要保障发展环境。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支持茶叶

学会开展工作，科协牵头抓总，农业农村、科技、富硒办、富硒

研发中心等相关单位要通力合作，加强与安康学院和学会组成单

位的沟通衔接，加大对学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管，力所能及地为安

康富硒茶高质量发展，为安康茶学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给予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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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支持。

总之，希望茶叶学会的成立是一个新的起点，在促进我市茶

叶产业发展合作与交流、加强技术人才培训和科普宣传、创响做

靓安康富硒茶品牌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衷心祝愿安康市茶叶学

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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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监委，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