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推进咸阳茯茶与陕南茶区联动发展的

建  议 

 

一、案由 

咸阳是茯茶的传统产区，距今已有 600多年的生产历史，

曾是古丝绸之路上“茶马互市”最主要的商品。2022 年“咸

阳茯茶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的联合申报项目之一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是传统技艺类别中陕西省的第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咸阳茯茶产业是有历史、有基础、有市场、有前景的特色产

业。 

陕南三市是我省茶树的主要栽培区域，现有茶园约 298

万亩，茶叶年产量约 12万吨，具有丰富的夏秋茶鲜叶资源。

咸阳茯茶以较成熟的茶树鲜叶为主要原料进行加工，不与绿

茶生产争夺鲜叶，可充分利用现有富余的优质茶叶资源，具

有提升茶园综合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巨大潜力。茶产

业是陕南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二、案据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茶区考察时指出，“因茶

致富，因茶兴业，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在参加党的二十

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茶产业大

有前途。要打出自己的品牌，把茶产业做大做强”。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

意义。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为我省茶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茶

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建议 

为提升我省茶园的综合利用效益，提高茶农收入，实现

咸阳茯茶与陕南茶区联动发展，讲好陕西茶文化故事，建议

如下： 

一、建议支持咸阳茯茶企业与陕南茶企、农民合作社开

展合作，组织茶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到茶区开展黑毛茶加工技

术培训和宣传，建立毛茶初制厂，建设黑毛茶清洁化生产线，

提升黑毛茶生产技术水平，解决茶农生产质量不达标的问题。 

二、建议在黑毛茶主产区建立毛茶交易中心和配套的

标准化仓储陈化库，并通过交易中心实施黑毛茶生产销售的

双向补贴，一方面能鼓励茶农积极参与黑毛茶生产，解决其

销售难，仓储难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能降低茶企采购陕南

原料成本，提高咸阳茯茶的产品竞争力。 

三、建议依托秦创原平台组建咸阳茯茶产业发展研究

院，为产业发展搭建高水平创新平台，集聚省内外高端技术

人才。通过组织实施“咸阳茯茶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重大科技专项，开展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攻关，实现产品品



质和价值的提升，把以陕南茶为主要原料的咸阳茯茶打造成

亮丽的陕西名片。 

四、建议壮大非遗技艺传承人队伍，形成国家级、省级、

市级非遗传承人梯队。支持省级以上非遗传承单位建设非遗

传承讲习基地、教育研学基地，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

非遗文化展示和技艺传承，实现非遗与文化、旅游、教育的

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