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武义） 
2020 年度工作计划方案 
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

示基地建设的通知》（农办科〔2020〕6 号）文件精神，浙江更香

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列入国家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

地，为进一步茶产业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特制定公司 2020

年度建设工作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金

4300 万元，是一家集种、产、供、销、研、游于一体的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浙江省农业科技企业。主要生产经营有机

武阳春雨、有机毛峰、有机武阳工夫、有机白茶、有机黑茶、有

机乌龙茶、茉莉花茶等产品，拥有自营出口权。公司先后通过了

质量管理（ISO9001）、食品安全管理（ISO22000）、环境管理

（ISO14001）、职业健康管理（OHSAS18001）、良好农业规范（GAP）

以及国际市场认可的可持续农业标准“雨林”、食品安全 FSSC22000

等体系认证；“更香有机茶”得到欧盟 EC、美国 NOP 和杭州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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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中心“三重”有机认证，并获“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称

号。 

公司以“三农”作为企业发展的切入点，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打造了“公司+合作社+市场+基地+茶农”的“绿色产业链”，在

浙江、广西、江西、福建等地联结建立有机、无公害茶园 6 万多

亩。其中，位于武义县白姆乡的茶叶加工厂区占地 100 多亩，拥

有各类自动化、清洁化生产线,十多条，跨越绿茶、红茶、白茶、

黑茶、乌龙茶、花茶等茶类的加工，年加工能力 2000 多吨。公司

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辅射全国的营销网络，开设了 200 多家连

锁店和加盟店。同时，通过公司官网、天猫、京东等电子商务平

台，走上了内销和外销相辅相成的发展道路，产品远销欧美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 

公司先后成立国家茶叶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浙江更香有机

茶研究院、金华市首家由省农业农村厅授牌的“茶叶首席专家工

作站”。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浙大等高校院所强强联手，

组织实施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省厅市会商项

目、省重大科技项目等科研项目 30 多项，攻克了茶叶种植、加工

中病虫害无害化防治、茶叶清洁化加工、新品种开发等课题，累

计获得 1 项国家发明专利及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荣获“中国

茶行业年度百强”、“浙江省连锁经营首批试点企业”、“浙江

省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浙江省标准化名茶厂”、“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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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企业”、“浙江省知名农业品牌”、“浙江省出口农产品生

产示范基地”等诸多荣誉；产品获得 50 多项国内外奖项。 

二、工作目标任务 

示范推广茶叶新品种 2 个（春雨一号、薮北种），建立新品

种示范基地 50 亩，推广应用面积 500 亩； 

示范推广名优红茶生产加工技术（以武阳工夫红茶为例）、

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有机茶生产技术等 3项新技术； 

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现场观摩、专家技术指导培训 3

次，培训人数 1000 人次以上； 

依托浙江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建设项目《茶叶数字化生

产建设示范项目》，建成茶园可视化监控及虫情测报、土壤环境、

水肥一体等一体的智慧茶园示范基地100亩，以及清洁化能源（电、

气）配套齐全的茶叶初制数字化加工生产线一套。 

三、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一） 茶叶新品种（2个） 

1.春雨一号 

属灌木型，植株较大，树姿半开张，分枝较密，叶片水平或

上斜状着生。叶长椭园形，叶色深绿，叶面微隆起，叶身稍内折，

叶缘平，叶尖渐尖，叶齿较疏锐，叶质中等。芽叶绿色，茸毛中

等，一芽三叶百芽重 40.5 克。芽叶生育力强，一芽一叶盛期在 3

月中旬，产量高，每 667m2 可达 280 公斤，春茶一芽二叶干样（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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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含水浸出物 48.3%，氨基酸 4.1%，茶多酚 24.2%，咖啡碱 4.1%，

适制绿茶，色泽绿润，香高味鲜浓。制武阳春雨，品质优。抗寒

抗旱性均强，适应性强。 

春雨一号表现很强的适应性和适制性，具有春季萌芽特早、

春茶采摘期长、产量高、持嫩性强、全年生育期长、综合性状优

良，尤其适合开发名优早茶，产品附加值高，经济效益明显。 

2.薮北种 

灌木型，中叶类，树姿半开张。生长迅速，分枝较密，成叶

呈水平或上斜状着生，叶色深绿，叶椭园形。芽叶中生偏早，发

芽较密，每平方尺 126.3 个；轮次较多，平均为 3.8 轮。嫩芽色

鲜绿，白毫中等，芽叶大小中等。薮北种长势旺盛，成园快，成

龄茶园亩产鲜叶超 1000 斤。制茶品质好，干茶条索细紧，色泽翠，

绿香高味鲜，是今后加工抹茶的主要品种。 

（二）新技术（3 项） 

1.名优红茶生产加工技术（以武阳工夫红茶为例） 

利用机械化设施设备替代手工制茶或半手工半机械制茶，并

保留手工红茶的品质风格，通过合理优化配置各环节加工设备，

使红茶加工实现连续性、自动化、清洁化生产。该生产线突破了

光补偿自动萎凋、低氧冷揉捻、可视化富氧发酵、节能干燥等 4

项关键技术。所制红茶品质特征：条索紧细、金毫披露、汤色红

艳透亮，香气独特，甜醇似蜜，滋味甘滑醇厚。该生产线可实现

- 5 - 
 



日处理鲜叶 4000～6000kg，生产工夫红茶 800kg～1200kg 的能力。 

主要技术要点： 

（1）萎凋萎凋方式有自然萎凋、日光萎凋和加温萎凋。要求

掌握好摊叶厚度、鼓风温度、风量和时间等条件。光补偿萎凋摊

叶每平方米摊放鲜叶为 0.5kg～0.75kg，萎凋槽加温萎凋摊叶厚度

为 10cm～20cm（具体厚度根据采摘季节、鲜叶老嫩程度、茶树品

种、是否为雨水青等情况而定），摊叶时要求抖散摊平呈蓬松状

态，保持厚薄一致。环境控制中心或鼓风机气流温度控制在 

28℃～35℃，萎凋槽前后一致（萎凋箱内上下一致），温度先高

后低，随萎凋进展，温度逐渐降低，下叶前 10min～15min 停止

加温、只鼓冷风。萎凋时间宜控制 9h～12h ，萎凋槽萎凋时间控

制 3h～5h。萎凋叶减重率以 35%～40%为适度，其感官特征为：叶

面失去光泽，叶色转为暗绿，青草气减退；叶质柔软，折梗不断，

紧握成团，松手不易松散。 

（2）揉捻。揉捻掌握“轻—重—轻”原则，时间掌握在 45min～

60min，成条率 90%以上，条形紧结，茶汁溢出而不滴流。嫩度不

一的揉捻叶经解块筛分后的筛面茶需进行复揉。 

（3）发酵。发酵室温度宜在 15℃～35℃，湿度≥90%，时间

2h～4h，发酵机装机量低于 1/2 仓位；发酵叶变为红铜色，透露

花果香，叶色达到红黄色至黄红色为适度。 

（4）干燥。干燥掌握“毛火高温、足火低温”、“毛火薄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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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火厚摊”原则。毛火温度：120℃～130℃；时间：8min～15min。

足火温度：80℃～90℃，毛茶含水量 5%～7%，用手指碾茶即成粉

末。 

2.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该项技术以控制茶园病虫为害、提高茶叶卫生质量安全水平

为目标，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从整个茶园

生态系统出发，综合应用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和科学

用等防控技术措施，创造不利于茶园病虫等有害生物孳生和有利

于各类天敌繁衍的环境条件，保持茶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的

多样性，控制茶树病虫的为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确保茶叶

的卫生质量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求。 

核心技术及其配套技术主要内容： 

（1）防控对象。小贯小绿叶蝉、灰茶尺蠖（茶尺蠖）、茶橙

瘿螨等害虫为主，兼顾茶炭疽病等病害。 

（2）防控策略。以病虫预测预报为前期，实施生态调控（生

态修复、分批多次采摘、合理修剪施肥、及时耕锄清园、适时排

灌除草等）为基础，优先采用理化诱控（灯光诱杀、色泽诱捕、

信息素诱集等）和生物防治（保护茶园天敌，使用植物源、矿物

源和微生物源农药等）措施，辅之科学合理使用农药，选用在茶

树上取得登记的农药品种，严格执行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将茶

树病虫的为害控制在经济阈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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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控时间。春茶前期采用信息素诱捕、色泽诱集和生物

防治等措施，以掌握害虫的发生动态，降低茶树害虫的发生基数。

夏茶前期采用药剂防治为重点，控制小贯小绿叶蝉、灰茶尺蠖（茶

尺蠖）、茶橙瘿螨和茶炭疽病的为害，减轻后期茶树病虫发生的

压力。夏秋茶期间结合病虫预测预报，适时针对性地采用生物防

治和药剂防治等措施，控制病虫的为害。全年茶季结束，秋未时

间宜采用矿物油、石硫合剂等进行封园。 

（4）注意事项。在不同管理要求的茶园中，要注意技术使用

的差异。有机茶园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出口茶园基地应选择

进口国标准允许的防治药剂，其他茶园的年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宜

控制在 2-3 次以内。 

3.有机茶生产技术 

（1）产地环境。生态环境优良，自然植被丰富，远离污染源，

茶园土层深厚，有机质丰富，茶园土壤质量、灌溉水水质、空气

质量符合有机茶生产标准。 

（2）新茶园建设。茶园开垦时，要提前设置道路和排灌系统。

山顶和山脚应保留一定的绿化林木和隔离林，建立防护林和生态

林。不宜种植茶树的区域，应保留自然植被。 

（3）常规茶园转换。产地环境符合要求，环境质量和茶叶经

检测合格后进入转换期。对茶园生态环境做进一步改善，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按有机转换计划实施土壤培肥和病虫草害控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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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机茶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4）土壤管理与肥培。每 3年检测一次土壤。采取合理耕作、

地面覆盖、间作豆科绿肥等方法改良土壤结构。肥料应选择无害

化处理农家肥或商品有机肥。基肥于秋季开沟深施，春季追肥在

春茶开采前 1个月施入，夏秋季追肥为每次采摘或修剪前后施入。 

（5）病虫草害防治。优先采用采摘、修剪、植树、清园等农

业防治措施和杀虫灯、色板诱杀等物理防治措施，有条件地使用

生物农药防治措施。 

（6）鲜叶采摘与运输。按标准适时采摘，机械采摘的采茶机

应使用无铅汽油，防止汽油、机油污染鲜叶、茶树和土壤。鲜叶

运输采用清洁、通风性良好的符合食品要求材质的竹篮或篓筐盛

装，采下的鲜叶应及时用清洁的专用运输工具运抵制茶厂，防止

鲜叶变质和混入有毒、有害物质。采摘的鲜叶应有可追溯的标签，

注明品种、产地、级别、采摘时间及运输方式等信息。 

（7）加工。鲜叶原料应来自有机茶园。有机茶加工厂应通过

食品生产（SC）许可。有机茶加工设备不能与常规茶加工设备混

用。各类茶加工必须符合相应的工艺流程要求，防止交叉污染。 

（8）包装、储藏和运输。所有用于直接接触有机茶的包装材

料应是食品级包装材料。不应使用接触过禁用物质的包装材料。

有机茶应单独存放，或在仓库内划出特定区域，并采取必要的措

施确保有机茶不与常规茶混放。有机茶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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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茶混杂和受到禁用物质污染，不得污损外包装上的有机茶认证

标志及有关说明。 

（9）有机生产经营文件管理体系。应建立有机生产经营文件

管理体系，并使管理体系得到有效实施与保持。管理体系包括：

生产单元、加工、经营等场所的位置图；生产、经营管理手册；

生产、经营操作制度；记录。 

（10）资源管理。应具备与有机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相适

应的资源。包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求；内部检查人员要求。 

（11）追溯体系。对有机产品的追溯以生产批次号为依据，

产品批号编制规则为：产品代号+地块编号+生产日期+等级+颁证

机构代码。为确保产品追溯的有效性，应建立日常经营记录并进

行管理，生产经营记录包括农事记录、采摘记录、病虫害防治记

录、加工、运输、贮藏、销售等记录及成品茶的批次号。为确保

产品追溯顺畅，应对产品的销售过程进行控制，要求有机茶销售

时建立有机产品销售台账，详细记录产品销售信息。 

四、示范基地建设 

2020 年，更香承担了浙江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项目《茶

叶数字化生产建设示范项目》。该项目拟投资 1554 万元，申请省

级财政补助 745.92 万元，企业自 808.08 万元，主要用于改造加

固 6000 平米数字化生产车间；购置数字化初制生产线、紧压、包

装等设备；创建数字化智慧茶园 2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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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智慧茶园示范基地 100 亩 

智慧茶园的建立，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茶园监控平台系统、

虫情测报、土壤环境以及水肥一体等自动化运行和管理。可实现

传统茶园向现代化茶园的转变，有效提高茶园综合生产能力，强

化茶叶质量安全管理，提高茶叶质量安全水平以及提高茶叶产业

化程度。 

（二）建立茶叶初制数字化加工生产线一套 

大宗茶数字化自动清洁生产线的建立，将全部采用电脑数控

技术，全自动调控茶叶生产各个环节的技术参数，实现茶叶加工

过程中的数字化技术。大宗茶数字化自动清洁生产线的建成，可

将大宗茶日生产量提升至 3-4 万斤茶鲜叶，实现茶叶的规模化、

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数字化技术在茶叶加工技术的应用，不仅

对提高大宗茶产品的品质质量，达到茶叶品质优良的统一，而且

避免了加工过程中受天气、物力、人力等外界环境的影响，降低

传统加工环节的各项不确定性。并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如水、电、

气等供应设施设备，将生产线所用能源将全部采用电、气等清洁

化能源，使茶叶生产达到“清洁生产、绿色环保”的目的，从而

避免造成都环境的污染。 

五、工作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主体为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武义县茶叶技术服务站作为项目技术支撑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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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该项目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年度

活动将以“线上直播授课+线下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实现新

品种、新技术的有效传播与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时间为 2020 年 3

月-2020 年 12 月。进度具体安排如下： 

2020 年 3月-2020 年 12 月，建立新品种示范种植基地 50 亩，

推广应用 500 亩； 

2020 年 5月：制定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2020 年 5月-2020 年 10 月，以现场观摩、专家技术指导培训

（线上+线下）方式，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活动 3 次，培

训人数 1000 人次以上； 

2020年 5月-2020 年 10月，建成茶园可视化监控及虫情测报、

土壤环境、水肥一体等一体的智慧茶园示范基地 100 亩，以及清

洁化能源（电、气）配套齐全的茶叶初制数字化加工生产线一套。 

2020 年 12 月，撰写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年度工作

总结及下一年工作计划。 

六、运行机制 

（一）组织领导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基

地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先进农业技术、优质品种等示范推广作用，

打造优质、高效、绿色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窗口，搭建好

农技推广服务和农民及新型经营主体观摩学习的优质载体，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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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以有机茶产业作为科技创新、精准扶

贫、技术传播的有效抓手，全方位整合资源，构建了国家农业科

技示范展示基地（浙江更香）专家组（14 名成员）。 

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浙江更香）专家组组成： 

组长：浙江省茶叶首席专家罗列万研究员； 

副组长：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总

经理金国庆、武义县茶叶技术服务站推广研究员徐文武、金华市

经济特产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罗文文； 

技术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加工工程研究中心主

任叶阳、茶树种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肖强、农业推广硕士郭华伟、

茶叶质量认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尚文、武义县经济特产技术推

广站站长汤志飞； 

技术推广成员：武义县茶叶技术服务站站长周小芬、高级农

艺师沈生智、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欢、办

公室主任刘瑞敏。 

合作经营主体：武义县金茗茶叶专业合作社、武义清境茶叶

有限公司、浙江武义郁清香茶业有限公司、武义县石鹅湖茶叶专

业合作社、浙江叶常香茶业有限公司，负责新品种、新技术、新

产品（设施装备）的示范推广、应用。 

（二）运行管理 

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浙江更香）以整合高校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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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地方政府、企业、合作社等各界专家、人才资源共同建立的

以解决茶叶行业技术难题、新品种、新技术开发，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茶叶种

植、加工科技水平，以及组织农技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农户等

对象，开展技术指导、教育培训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等的示范推

广、现场观摩等活动为目标，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高效

平台。 

平台将立足“科技创新，示范带动，促农增收，人才培育”

为目标，通过以各界专家、人才签订技术服务协议；与企业、合

作社等签订合作协议；与农户建立有机茶合作等方式，构建科技

创新、技术示范、推动成果转化、带动产业发展的新时代茶产业

链发展网格，以确保展示基地持续性、高效性、系统性发挥产业

高质量发展引领作用。 

（三）经费保障 

2020 年度，公司计划投入总经费 1604.4 万元，资金主要来源

为企业自筹资金以及承担政府项目投入资金。其中，公司承担浙

江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项目《茶叶数字化生产建设示范项目》

拟总投资 1554 万元；开展技术培训、现场观摩活动以及团队运营

管理费等开支为企业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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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经费投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投 资 内 
容 

金 额 
资 金 来 

源 
备  注 

一 
数字化加
工厂建设 

1251 

浙江省乡村
振兴产业发
展示范项目
《茶叶数字
化生产建设
示范项目》。
公司拟总投
资 1554 万
元，其中申
请省级财政
补助 745.92
万元，企业
自 808.08 万

元。 

包括鲜叶摊放数
字化控制装备、杀
青数字化控制装
备、揉捻数字化控
制装备、烘干数字
化控制装备、自动
传输数字化控制

装备等 

二 
智慧茶园

建设 
219 

（利用天气预报、
病虫害发生情报
等大数据实现茶
园覆盖、病虫害防
治、施肥等远程控

制） 

三 
新设备引
进、技术提

升 

84 数字化包装设备 

20.4 

企业自筹 

可视化红茶发酵
机组 3台 

四 
开展技术
培训、现场

观摩 
10 

新品种、新技术示
范推广 

五 管理费 20 团队运营 

合   计 1604.4   

 

七、预期效果 

（一）社会效益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营造科技引领茶产业发展的良好氛

围。 

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浙江更香）所在地——浙江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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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全国第一个有机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中国茶文化之乡、

中国有机抹茶之乡、国家出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县、国家首批有

机产品认证示范区。茶产业作为武义县农业的主导产业，受到武

义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示范基地（浙江更香）依托这一绿

色产业，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根

据当前茶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符合当前行业发展，有潜力、有效

益、可持续的新品种、新技术（模式）示范推广，意在营造一个

“科技引领茶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为提升茶叶经营主体种植、

加工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科学技能，实现产业发展拉动乡村振兴、

生活富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发挥积极作用。 

持续深入开展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建设（数字化加工

厂、智慧茶园），更好地服务茶产业发展。 

数字化加工厂的建设，将全部采用电脑数控技术，全自动调

控茶叶生产各个环节的技术参数，实现茶叶加工过程中的数字化

技术。该生产线的建成，可将大宗茶日生产量提升至 3-4 万斤茶

鲜叶，实现茶叶的规模化、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数字化技术在

茶叶加工技术的应用，不仅对提高大宗茶产品的品质质量，达到

茶叶品质优良的统一，而且避免了加工过程中受天气、物力、人

力等外界环境的影响，降低传统加工环节的各项不确定性。配套

电、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使茶叶生产达到“清洁生产、绿色环

保”的目的，从而避免造成都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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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茶园的建立，将建成集病虫害、茶树生长状况自动监测

监控于一体的智慧茶园示范基地。利用天气预报、病虫害发生情

报等大数据实现茶园覆盖、病虫害防治、施肥等远程控制，可实

现传统茶园向现代化茶园的转变，有效提高茶园综合生产能力，

强化茶叶质量安全管理，提高茶叶质量安全水平以及提高茶叶产

业化程度。 

（二）经济效益 

通过产学研结合、合作协议、示范推广等形式，拉动茶产业

经济发展。结合当前茶产业现状分析，示范基地（浙江更香）主

推新品种、新技术符合企业、合作社、农技人员等对象的技术需

求，对拉动茶产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春雨 1 号、薮北种在

长势、适应性、抗性、适制性等方面突出，且在产品附加值和亩

产量上具有较好的优势。3 项新技术的推广，对劳动成本的节约、

工效的提升，以及经济效益的增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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