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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日前，以“英雄的湖北：浴火重生，再
创辉煌”为主题的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
推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举行，来自155个
国家驻华使馆、21 个国际组织驻华机构
的 275 位驻华大使、外交官、国际组织代
表等出席活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
示，这场推介会是迄今为止出席外国使
节及代表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
武汉热干面、洪湖野藕汁野莲汁、襄阳高
香茶、孝感米酒、潜江龙虾、恩施玉露、随
州香菇酱等湖北农产品闪亮登场，受到
国际友人青睐。

去年2月底开始，农民日报高度关注
疫情下农业外贸企业在复工复产方面遇
到的问题，宣传好的经验做法，鼓舞农企
士气。今年 1至 2月，湖北省经济继续呈
现快速增长、全面恢复的良好态势，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 82.5%。近日，记者再次
采访多家湖北农业外贸企业，了解经历疫
情大考后的他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
何再创辉煌，让世界共品“湖北味道”。

国际订单开门红

“这个我吃过，和包装上一样。”在外
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会特产展区，大
汉口热干面与汪玉霞糕点等荆楚特产美
食吸引着不少外宾的目光。一位来自日
本的嘉宾在讲解员的指导下，现场扫码
下单了一盒武汉热干面。“很好吃！”一边
下单，他一边还为武汉热干面“带货”，推
荐其他嘉宾购买。

武汉热干面是享誉全国的中国五大
面条之一。富有嚼劲的面条，包裹着香
浓的芝麻酱和醋汁，成为武汉人“过早”
的首选，也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成
立于 1999 年的大汉口食品公司，已把方
便热干面销往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地，
热干面成为武汉鲜亮的城市名片之一。

疫后重振，这家武汉企业生产的方
便热干面火了。直播、电商成为武汉企
业开拓销路的新渠道。“一次直播，就卖
出去20万包。”大汉口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晓婷告诉记者，订单量是去年同期
的3-5倍。目前，“大汉口”热干面日产能
力 30 万包，产品覆盖沃尔玛、家乐福、中
百仓储、麦德龙等大型连锁超市。

“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历史
上汉口商贸繁盛，曾被誉为“世界的东方
茶港”。1861年汉口开埠后，一担担湖北
茶叶从这里出发，经由万里茶道，抵达俄
罗斯，贯通欧亚。120 多年前，汉家刘氏
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家国的祖辈曾远
赴俄罗斯种茶贩茶。如今，刘家国在莫
斯科建设“汉家刘氏茶坊”营销中心，汉

家刘氏茶业的专卖店、加盟店和配送店
已遍布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法
国、东南亚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曾为“万
里茶道”上主打产品的汉家刘氏茶又远
销在“一带一路”上。

2020年汉家刘氏累计出口茶叶1182
吨，销售总额达1816万元，其中俄罗斯达
1089万元。刘家国介绍，“今年开春我们
已经接到俄罗斯和德国两笔共计1000万
元的订单，向两国各出售50吨绿茶。”

作为全国禽蛋大省，湖北省蛋品出
口数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尽管去年初
由于疫情，在大型商超和连锁餐饮的销
售额较往年下降超过20%，但依靠咸蛋黄
酱、蛋黄曲奇等新品研发，2020年我们的
海外出口额增加了 25%，收入近 4000 万
元。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欧盟等
发达国家都有我们的代理商。”湖北神丹
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清逸说。

走进钟祥兴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在一条智
能生产线上，不同花色的香菇正通过红
外线进行自动分拣、分类，由传输带送到
不同的物料斗。“这是我们公司去年10月
新引进的香菇智能分拣机。在一天24小
时不停机的情况下，能够分拣 6000 斤左
右的香菇，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现在一
条智能生产线相当于之前三条人工生产
线、20个人力的工作量，产能是以前的三
倍。”钟祥兴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
任胡兴无介绍。

为促进外贸出口，钟祥兴利在张集
镇按出口标准建设了5000亩绿色食品种
植基地，并带动 5000 余户农户发展食用
菌。钟祥兴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黄星说：“今年1月以来，我们接到20
条货柜约 40 万斤左右的香菇订单，已经

备货发出 14 条货柜，还有 6 条货柜紧锣
密鼓地等待加工生产。这些订单全都是
外贸出口的，目前销售额已达到100多万
美元。”

政策扶持助发展

去年 3 月，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应勇到湖北荆门市调
研，据一家大型磷复肥生产企业反映，复
工复产面临原材料运输难、员工返岗难
等问题。“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分区分级、分类分时复工复产，推动
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恢复。”他表示，“在中
央一揽子政策支持下，对市场主体搭把
手、拉一把，湖北省去年新增减税降费超
过千亿元。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下，仍
然净增市场主体 29 万户，净增纳税市场
主体 22 万户，城镇新增就业 70 余万人。
我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百家央企、千
家民企扩大在鄂投资，已有 321 家世界
500强企业来鄂投资。”

2015年汉家刘氏获得俄罗斯政府质
检部门颁发的块状和叶状茶叶检验认
证。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和商务厅的引
领下，汉家刘氏组成产业联合体，带动更
多中国好茶走出国门行销海外。刘家国
说，“2020年我们将位于莫斯科的专卖店
升级成营销中心，除展示销售自家品牌
茶外，同时增加横县茉莉花茶、安溪铁观
音等产地茶，让海外消费者了解不同的
中国好茶。”

“去年中国建设银行直接给我们追
加 3000 万元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其余
多家银行在贷款到期后也同意延期还
款。”李清逸非常感谢疫情期间国家给予
的金融支持。

钟祥兴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被湖北省科技厅纳入全省乡村振兴科技
创新示范基地，种植的香菇以外销为
主。今年 1 月以来，在钟祥市农业农村
局、商务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利
用大数据网络资源，积极搜索产品出口
合作机会，香菇出口订单量明显增加，分
类好的干香菇被真空打包、装箱，主要销
往缅甸和泰国等地。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交流合作处二级
调研员陈青表示，外交部的推介活动展
示了湖北农业、农产品的一个侧面，意义
重大。农业对外合作，不仅仅局限于农
产品的进出口，还包括对外产能合作与
技术合作。疫情以来，湖北省农业农村
厅在推介、扶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重
要的在于政策支持、信息提供、金融支
持。此外，湖北的援外培训，也为疫后恢
复与推进合作积累了资源，拓展了渠道。

海外布局拓空间

农业历来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经
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合作前景十分广
阔 。“ 我 们 计 划 在 马 来 西 亚 建 设
3000-5000 平方米的茶叶和农产品展示
中心，预计今明两年内落地。”刘家国说，

“这样的海外布局一来紧跟国家战略，深
化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二来马来西
亚的刘姓后人较多，销售前景良好。”

作为一家以蛋制品加工和蛋（种）禽
养殖为主的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
企业，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已建
立从育种、养殖到加工的蛋鸡、蛋鸭和蛋
鹌鹑三条完整产业链。自 2019 年起，公
司开始从乌克兰、俄罗斯等国进口约
8000 吨的葵花籽、大麦等饲料原料。李
清逸表示，未来计划从白俄罗斯、挪威等
其他欧洲国家继续进口甜菜、高粱等饲
料原料，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合作。

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说：“下周我们
就要带24个荷兰公司去湖北，在园艺、温
室等高端农业方面，与湖北展开交流合
作。”巴西驻华大使保罗·瓦莱表示，巴西
是湖北的第四大出口市场，湖北在食品
加工、钢铁等领域有基础，巴中合作前景
广阔，湖北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日
本大分市是与武汉结好的第一个国际友
好城市。大分市市长佐藤树一郎在外交
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上通过视频致
辞，“两地结好 40 多年来，双方以相互理
解和友好和平为基础，建立双赢合作机
制，在环保、经济、农业、文化艺术、教育、
体育等领域广泛交流，已成为友城交流
典范。”法国驻华大使罗梁热情回应：“希
望近期就可以组织法语国家驻华大使前
往武汉，促成更多交流与合作。”

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让世界共品“湖北味道”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福建福鼎，举目四眺，满眼绿意盎然，
俯仰之间，茶青清香扑鼻。

一片茶叶承载自然雨露恩泽，一方茶
饼浓缩独特地域文化。福鼎白茶有着悠久
历史，唐代陆羽的《茶经》有详细记载，到明
清时代，福鼎白茶“产银针、白牡丹、白毛猴
和莲心等，远销重洋”。

传千年白茶技艺，承多元文化内涵。
近年来，立足“生态清新·福鼎白茶”新定
位，福鼎多措并举，白茶产业取得了一系
列丰硕成果：2011 年，白茶制作技艺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0 年，全
市茶产业综合总产值 120 亿元；全国创
办营销网点 1 万多个，提供就业岗位 10
万余个。

传承千年技艺，山海间白茶飘香

“白茶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
做茶的时候，一定要眼观其色，手摸其干，
细心观察。”梅相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鼎白茶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从
小跟随祖父学习制作白茶，几十年来沿袭
家传古法，坚守传统制作工艺，对工艺流程
精益求精。

福鼎白茶的工艺不像其他五大茶类那
么繁琐，不炒不揉，日晒烘干，自然天成。

“越简约的工艺往往越难掌握精髓。”梅相
靖说，“风险大，天热变红，天冷变黑，制茶
时需要大空间，无法机械操作。”传统制茶

包括萎凋、初焙和复焙等工序，制茶师们如
果没有掌握要领，要制出上等好茶，比其他
茶类更为困难。

福鼎白茶复杂的工艺在顶级白茶“白
毫银针”制作中有着更为集中的体现。“白
毫银针”由清明前采摘的壮硕多毫茶芽精
制，传统采摘方法有“十不采”的约束，对其
鲜叶要求非常考究。

因原料细嫩，传统制作对阳光强弱和
晾晒时间有着严苛要求。“焙干时，要等烟
火全部消散，再把银针放上去。温度不要
太高，否则容易烧糊。”在长期实践中，制茶
师们总结出了一套要诀。用传统工艺制成
的茶叶入水根根挺立，白毫闪亮，被形象地
称为“白毫银针”。

“外形芽毫完整，汤色杏黄清澈，滋
味清甜爽口。”对独特制作工艺的传承，
让福鼎白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484 家茶叶生产
加工企业取得 SC 认证，310 家茶叶企业
获得福鼎白茶证明商标使用授权，国家、
省、市等各级茶业龙头企业达 167 家。“中
国白茶，福鼎引领。”福鼎白茶带动了全
国白茶的新一轮发展，2018 年前全国白
茶产量在 2 万吨徘徊，到 2020 年，快速发
展到 7.35 万吨，其中福鼎市白茶产量 2.53
万吨。

集聚发展要素，夯实白茶
“安全”本色

连绵不绝的茶山，古香古色的品茗
馆，充满现代气息的茶叶加工厂房……为
更好地展示福鼎白茶文化，福建品品香茶
业公司在管阳河山基地建起了集白茶种
植、生产、营销、文化、旅游、收藏于一体的

白茶庄园。
自然、健康、安全是福鼎白茶文化的

千年本色。近年来，福鼎持续加大绿色品
牌建设，以拥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品品香茶业公司为
代表，建成了一批茶叶观光体验园，为生
动直观地展示白茶文化搭建了一个全新
的平台。

夯实白茶“安全”本色，在提高白茶知
名度的同时，福鼎将质量安全防控摆到全
新高度。仅 2020年，全市共有 70家茶企的
茶园获得有机认证，有机茶园面积达到 3.2
万亩，有机茶认证企业和认证面积走在全
省前列。

品牌的树立和质量的管控需要人才支
撑。福鼎不断推动茶业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仅 2020 年就选派 30 名茶叶种植大户、
茶企技术骨干到福建省新型职业农民大专
班深造学习。邵克平等 9 位茶人被授予制
茶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一大批企业代表
到浙江杭州、福建漳平等地学习电商平台
搭建、茶园绿色管理等经验。

质量的管控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
程。福鼎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青碧
介绍，福鼎在全省率先落实茶叶信息化
全过程可追溯，推行“一品一码、赋码销
售”制度，把全市茶企纳入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监管信息平台，并创新开展茶
青凭证交易，茶叶产品进入市场销售需
提供追溯凭证，确保来源可查询，质量可
追溯。

2020年，福鼎白茶品牌价值再创新高，
以近 50 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 11 年荣获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前列，
并被授予“最具品牌发展力”的品牌。

以茶为媒，茶民俗文化持续
赋能产业发展

作为中国白茶发源地，如何用好中国
白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等众多国字号荣
誉？福鼎的选择是——文化赋能。

在首个国际茶日，福鼎推出6条乡村精
品茶旅线路，融入太姥文化、畲族文化、红
色文化、民俗文化、非遗和文保单位等文旅
资源，让游客在赏景的同时，体验独特的白
茶文化韵味。

为使白茶文化传播有更好的载体，以
白茶为题材，福鼎创作微电影《最美的样
子》、歌曲《茶韵绵长》、动画《太姥娘娘与白
茶仙子》等一批精品文艺力作。还开办了
多期“茶文化之茶事礼仪”公益讲座，太姥
山镇、管阳镇、磻溪镇相继举办各种结合自
身特色的茶旅文化节庆活动。

茶亭文化是福鼎茶文化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经全面发掘和修复，全域拥有双拱门
式、敞墙式、石结构式、廊桥式四大类上百座
茶亭。如今，“古道边，茶亭旁，丝竹悠扬，把
杯品茗”成为福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不只是把白茶打造成一种产品，而是
打造成一种独具福鼎特色的文化。”随采风
创作团走进福鼎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刘醒龙
感叹说。在福鼎，以茶为中心的茶民俗文
化随处可见。畲族是闽东宁德人口最多的
少数民族，在会客、婚嫁、祭祀活动中，畲民
们煮香茶，唱《敬茶歌》，民族特色浓郁。

传承白茶文化，讲好白茶故事。近年
来，福鼎市还通过举办开茶节、斗茶赛和组
团参展等活动，持续扩大福鼎白茶对外影
响力和品牌竞争力。在文化赋能中，“福鼎
白茶”这张闽东金名片，成色越来越足。

传承千年技艺 发掘文化内涵
——福建福鼎夯实白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基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买天

“做农业首先要树立科学观，坚持绿色、生态、循环理念；其次要有敬畏
意识，恪守食品安全是农业的生命底线；第三要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这是
做大农业产业、抢占市场的不二法宝。”在与德国农业专家和同行的交流学
习中，农场主曹建强既听到了做好农业的普遍规律，也学到了加强市场分析
和研判对做强农业产业的重要性。

出生在“中国梨都”安徽砀山县的曹建强，是淮北育之宝生态农场的创
始人。作为省级示范农场，多年来也走着与“国际化”接轨的发展路子——
曾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对农场生态农业发展的指
导，由德国公司负责给农场相关农产品做有机认证……

“在与‘国际’接触的几次经历之后，促使我想与更多的国际农业人进行
交流学习，把国外先进的农业经营理念引进来，提升我们的农场管理水平和
农产品品质，引领更多企业共谋发展，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基于这一考虑，
曹建强加入中国农业农村部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能力建设项目，开启了
国际农业交流之旅。

“在与德国同行的交流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农业生产中每一个
环节统计数据的重视与运用。这些数据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其背后都
大有文章。他们会用详尽的数据分析问题、解释现象、化解危机、预测趋
势。”曹建强说，这一做法对我今后做好农场管理与市场开拓非常有启发。

作为今天小有成绩的农场主，遥想当年，曹建强可是一心想跳出“农门”
远离农业的。

在皖北农村长大的曹建强，打小的梦想就是出村进城，做个城里人。而
他后来也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大学毕业后，他如愿
以偿入职一家事业单位，从此开始了稳定的市民生活。

立业、成家，每天朝九晚五……日子过得按部就班，“和当初设想的一样。”
工作了几年，有了一些积蓄，生活质量也上了几个台阶，“就这么在城里

过下去，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轨迹。”
“或许我骨子里到底不是一个喜欢安逸的人，人生总得扑腾扑腾。”2005年，

曹建强一狠心，辞职“下海”了。生意场上多年摸爬滚打，让他积累了更多资本。
“时间飞逝，在城里的日子久了，时常会想起乡下的月朗星稀和鸡叫蛙

鸣，怀念跟在羊群后，奔跑在山野间的自由感觉。”当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
时，一个念头开始在曹建强脑海里不时闪现——

回乡创业！
怀揣梦想和资金，曹建强毅然决然地出城返乡，重新做回“农民”，决定

投资建农场喂鸡养羊，“这或许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和事业。”
2012年，曹建强的生态农场在淮北市的“小马鞍山”破土动工。
当回乡创业、承包3400亩荒山建农场的消息传出后，曹建强的家人反对，

朋友劝阻，一些村民也不看好他，“没水、没电、没路，在一座‘三无’荒山上怎么
搞农场？在城里过惯了舒服日子，准保撑不过三个月就得撂挑子走人。”

谁说“秀才创业，十年不成？”曹建强不信这个邪，抱定了白手起家、创业
建农场的决心。

时光不负有心人。十年荏苒，在鸡鸣羊咩声中，曹建强的农场稳稳地站住了脚，生态
养殖规模越做越大，带领更多乡亲共同致富。农场年存栏鸡已从创业初期的 5000只跃
升至现在的 2.4 万只，年出售柏树籽鸡蛋 180 万枚；相关农产品占据本地高端市场份额
70%以上，更远销全国各大城市；农场还摸索出了“柏树籽-鸡-鸡粪-植被”“青山羊-羊
粪-植被”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在产业与生态之间，曹建强找到了黄金坐标。农场始终走绿色生态路子，收获了更
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荒山绿了，环境美了，山地植被覆盖率达95%以上；如今说起曹
建强的农场，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有他带我们搞养殖、闯市场、挣钱，我们放心！”

在农场带动下，当地生态农业蔚然成风，乡村面貌也变换了模样，花园式农场与公园
式村居相得益彰，处处生机盎然。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曹建强又瞄准了下一个十年。
“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多样，特别是对

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而市场供应却存在较大缺口。这恰恰给生态农业的发展
创造了广阔空间。”曹建强说，德国农牧业发达，他们在农场建设、土地管理、种质研发、科
技运用、动物福利、产品创新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继续加强与他们的互学互鉴，对做大
做强我们的生态农业大有裨益。

曹建强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新农人要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指引，走绿色发
展路子，发力产品创新，“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大家真悟透了、做到了，必将有助于提升中
国农业整体水平，增强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未来还有更多的十年，曹建强决心要做国内生态农业的领跑者，“届时再跟德国的农
场‘掰掰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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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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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
宇坤）近日，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会
见第五批中国援布农业专家组全体成员。

恩达伊施米耶总统代表布隆迪政府
和人民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
布隆迪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欢迎新一
批中国农业专家组来布工作，赞赏中国专
家们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近日，我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就布中
双边合作进行亲切友好交流，就加强两国
农业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主席特
别指出，要用好中方建设的农业示范中心
和派驻的农业专家组。农业农村发展是
布隆迪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期待中国专
家组同布方一道，在农产品增产增收、农
业技术推广、农业人才建设等方面携手努
力，推动布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他表
示，布中两国世代友好，人民亲如一家，是
可信赖、可靠的“全天候”朋友和“全方位”
合作伙伴，相信各位中国专家在布工作生

活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长期以来，中国
的治国理政经验为布隆迪发展提供了有
益借鉴。

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累计向布
隆迪派出 5 批执行农业援助任务的人员，
共计 45 人次。中方专家同布方专家精诚
合作，在科学研究、示范推广、人才培养等
方面勤恳务实工作，获得各方广泛好评。
习近平主席同恩达伊施米耶总统通电话
后，专家组全体成员认真学习贯彻两国元
首通话精神，一致认为这不仅是对专家组
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激励与鞭策。专家
组将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把通话精神落到实处。今后，专家组将
进一步加强同布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对接，
加大试验示范推广力度，重视培养高素质
农业人才，做好农业示范中心管理工作，坚
持高标准的职业操守，树立严谨的工作作
风，同布方一道谱写中布农业合作新篇章，
将农业合作打造为双边合作的新标杆。

布隆迪总统高度赞赏中国援布农业专家

茶农正在生态茶园内忙碌采摘。寇秀梅 摄

“国际茶日”

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

曹建强在查看小羊羔的健康状况曹建强在查看小羊羔的健康状况。。窦园园窦园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