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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谷雨茶香漫茶市，

匠心传承续新篇。昨日上午，

第二十届中国大佛龙井茶王赛

在新昌中国茶市举行。来自全

县 的 20 名 制 茶 能 手 以 青 叶 为

卷、铁锅为砚，竞逐传统手工炒

茶技艺巅峰。这场延续二十载

的赛事，既是技艺比拼的擂台，

更是观察我县茶产业守正创新

的窗口。

上午 7 时 30 分，炒茶区铁锅

列阵。 750 克青叶在选手们掌

间翻转，抖、搭、捺、拓等手法行

云流水。90 后选手甄振华专注

翻炒鲜茶，十余年学习传统制

茶技艺的经历让他对传统工艺

有着特殊情结：“我从小闻着茶

香长大，学得越深越觉得责任

重大。现在年轻人学手工炒茶

的越来越少，但茶文化需要活

态传承。”

在评审环节，评委组专家结

合茶叶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

底等五个方面，对送样茶叶进行

综合评分。“无论是扁平光滑的外

形，还是翠绿鲜活的色泽，都体现

出新昌制茶人对大佛龙井工艺的

深刻理解。”评审组组长、省农业

农村厅茶叶专家俞燎远对赛事水

平给予高度评价。

经过激烈角逐，47 岁的东

茗乡选手梁晓利凭借沉稳手法

与稳定发挥摘得“茶王”桂冠。

“我从十几岁开始入行，一炒就

是三十年。”梁晓利手捧奖状感

慨，如今机器制茶普及，手工炒

茶越来越少。他表示，未来将

致 力 于 推 广 传 统 手 工 制 茶 技

艺，让大佛龙井“飘香世界，走

得更远”。

近年来，我县以“三茶统筹”

战略为引领，锚定“名优茶精品

化、新式茶工业化”目标，着力打

造“大佛龙井”“天姥云雾”“天姥

红”三大区域公用品牌。据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我县通过常态化培训、赛事

选拔等方式培育制茶人才，今年

年轻参赛者比例有明显提升。

他们将持续为茶产业注入青春

力量，推动技艺创新与品牌升

级。”

一叶匠心，千载茶韵。本届

茶王赛既是对大佛龙井传统制

茶技艺的致敬，亦是对新时代茶

产业发展的探索。从“精品茶引

领品牌价值”到“大众茶促进百

姓增收”，我县正以一片绿叶为

笔，在乡村振兴画卷上挥毫泼

墨，书写“茶香富农”的时代新

篇。

千年茶香续写传承新篇
第二十届中国大佛龙井茶王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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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炯炯 俞沣城

本报讯 新昌县科创园（二

期）自 2024 年 11 月动工建设以

来，建设方科学组织、抢抓进度，

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达到

35%，各项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

近日，记者在新昌县科创园

（二期）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机

械轰鸣、干劲十足 。3 架塔吊正

挥舞长臂，将钢筋、模板等建筑材

料精准吊运至各施工点；300余名

工人佩戴安全帽，在脚手架组成

的“钢铁森林”中有序穿梭，或绑

扎钢筋、或支设模板，各道工序衔

接紧凑。项目在建筑设计上巧借

自然地势，针对基地不规则的山

体地形，采用“南低北高”的空间

布局，使建筑群依山就势生长，让

研发楼群与周边山水景观自然融

合，实现建筑形态与生态环境的

和谐统一。中交三航局项目部部

长王仁彬介绍，当前9-10号、15-

17 号楼正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每日推进混凝土浇筑、模板支

护、钢筋绑扎等作业，同步进行内

外脚手架拆卸。按照施工计划，7

月底将完成全部12栋主体建筑的

封顶工程，随后转入室内外装修、

水电管网铺设、室外工程建设等

施工阶段，整个项目预计2026年

4月全面竣工交付。

据悉，新昌县科创园（二期）项

目位于澄潭街道山支头村长安棚

自然村东侧，南临龟山路，用地面

积约475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0553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约1016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3930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涵

盖7幢研发实验楼、2幢宿舍楼和3

幢科研办公楼，将为创新研发、人

才培养等提供多元化空间载体。

作为智能装备小镇的标志性

科创平台，新昌县科创园（二期）

致力于创建与新昌县现有产业高

度关联、契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的创新研究院。这里不仅是创新

策源地，更将提供生产型研发空

间，推动前沿技术成果在新昌实

现产业化落地。项目建成后，将

引入国家重点企业、重点高端院

校入驻，打造成为科技创新中心、

新型研发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及省级（国家级）企业孵化器等各

类高能级创新载体。

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
新昌县科创园（二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近日，在羽林街道央于村的

苗木基地里，一片嫩绿色的冬青

先令球整齐排列，形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工作人员正忙着

为这些珍贵的苗木修剪枝条，确

保其保持良好的生长形态。据

了解，冬青先令被誉为“植物界

劳斯莱斯”，以其优雅的外观和

较 高 的 经 济 价 值 受 到 市 场 追

捧。 （记者 俞晓委 梁凌凌 摄）

冬青先令受青睐

通讯员 梁佳妮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地理标

志富农集成改革创新项目名单

公布，我县“推进‘新昌小京生’地

理标志三产融合发展”项目成功

入选，系全市唯一。该试点以“新

昌小京生”地理标志保护运用为

核心，推进“源头保护、产业提升、

农产品提质”等八大行动，实现

“种、产、供、销”一体化运营，以品

牌增值赋能产业链，预计2025年

底年产值突破 3亿元，惠及农户

超3000家。

近年来，我县深入推进地理

标志富农集成改革，主动赋能地

理标志产业发展，有效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我县出台《新昌县大佛龙井茶溯

源标签管理办法》等，搭建地标产

品防伪溯源体系，以地理标志集

成改革为抓手，提升龙井茶、小京

生等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围绕

“1+4+N”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建

设小京生精品农业基地，培育“新

昌优选”区域公用品牌，增加产品

附加值。市场监管部门结合“雷

霆1号”地标保护专项行动，加强

对标开展地理标志使用企业、专

业市场和大型商超的专项检查，

重点对“红标”使用人的合法身

份、规范使用情况等进行检查，护

航产业发展。

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试点将通过“地理标

志+金融+科技+文化”多维联动，

撬动地理标志商标品牌经济效

能，推进“新昌小京生”地理标志

三产融合发展，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记者 梁凌凌 张亦文

本报讯 近日，由省政协副秘

书长、研究室主任黄甲寅，提案

委主任俞东来等组成的省政协

调研组来到新昌，现场指导民生

协商议事活动。市政主席张新

宇，县政协主席王仲林等参加活

动。

省政协调研组首先来到东

茗乡金山村调研。近年来，县政

协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重

大使命，发挥省市县三级政协委

员智力、资源和人脉优势，在金

山村深化开展“上金山·助共富”

行动。天姥金叶委员共富工坊

正是广大委员投身“协力共富”

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通过项目

建设和农产品“种植、加工、销

售”，实实在在帮助村民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增收；金山村共富中

心是该村倾力打造的农特产品

集散地，在直播带货、文旅搭售

等多种销售方式促进下，茶叶、

红薯、豆衣等农产品迅速潮起

来，已经成为增收“香饽饽”；“乡

理乡亲”服务集市每月一次定期

开展活动，让村民足不出村就享

受了集成化的民生服务。省政

协调研组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要

求金山村持续加大探索力度，深

化完善服务模式，因地制宜推进

新时代“千万工程”，力争让更多

的村民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

获得受益。

随后，省政协调研组还参加

并指导了民生协商议事活动。

此次活动以“建强重点村 走好共

富路”为主题，东茗乡委员履职

小组成员围绕繁荣片区特色经

济、推动文旅融合产业兴村、提

升农村公共服务等主题提出意

见建议，东茗乡政府和相关部门

一一作出回应，在你来我往中重

点村共富图景逐渐清晰。张新

宇在点评时指出，此次活动选题

切口准，调查研究实，协商成效

好，要求进一步抓实抓好“浙里

协商·越商越好”“协力共富·越

融越富”等工作。省政协调研组

充分肯定了此次活动的成果，希

望新昌在推动民生协商议事活

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积极把委

员提出的好想法、好建议，转化

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政策举措和

具体项目，力争为我省建设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

献更多力量。

推进新昌小京生地理标志三产融合发展
我县获批省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创新项目

省政协调研组来新指导民生协商议事活动

战二季度奋奋
拼抢上半场

协商议事聚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