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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杨锐：：怀揣家乡怀揣家乡““茶叶梦茶叶梦””
用心践行为民情用心践行为民情

“紫阳富硒茶是陕西省南部紫阳县特产，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是丝绸之路上最古老
的茶品之一，它有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有独特的
韵味。”8月22日，记者在紫阳县洞河镇参观了
颇具规模的紫阳山水生态茶厂，负责人杨锐介
绍说，“截至目前，工厂年生产绿茶、红茶、白茶
等各类茶叶 30 余吨。同时，已经成功开设了

37 家‘品品呗紫阳富硒茶’门店，年销售额3600
余万元。”

紫阳县境内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土壤有机
质含量丰富，是我国少有的优质生态茶产区。
紫阳富硒茶得秦巴山地之风水，聚南北交汇之
精华，为茶之上品，茶叶汤色嫩绿，清香高长，滋
味鲜醇。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革委

杨锐介绍，紫阳富硒茶贡茶
的历史能追溯到唐朝，算下来有
1400多年，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
展，到了清朝的时候，紫阳富硒茶
更是成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

在紫阳县，还有两张贡茶信
票。其中有一张清楚地记载着，
在光绪九年的时候，有洞河、汝

河、围圈三个地方，均属于紫阳县
洞河镇。当时贡茶的种类有紫阳
春分茶和紫阳白茶，都是备受推
崇的好茶。

杨锐表示：“紫阳山水生
态茶厂就位于洞河镇汝河贡
茶区的核心地带，而且三个贡
茶区域的茶园都属于紫阳山

水生态茶厂的园区，这对企业
来说，既是幸运，也是责任。
我们有义务把这贡茶做得更
好，让它再次大放异彩，再创
辉煌。毕竟，贡茶是先辈们留
下来的宝贵财富，有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理应为后
人所传承和保护。”

杨锐坦言，“作为一名在农
村土生土长的青年，自幼便饱尝
身为茶农的艰辛。2012 年，刚
刚大学毕业的我，毅然决然地踏
上了创业之路，选择开设店铺，
怀揣着为紫阳富硒茶市场发展
贡献一份微薄之力的热忱，将主
要精力投入到紫阳富硒茶的销
售与推广之中。”

在历经五年的不懈奋斗与拼
搏后，通过持续的努力和精心的
经营，杨锐的事业逐渐积累了一
定的市场基础，年销售额成功突
破千万元大关。

2018 年，杨锐怀着对家乡的
深厚情感与责任，回到了地处最
为偏远的家乡小山村，决定在此
建厂。此地茶园广袤无垠，茶叶
长久以来一直是广大茶农赖以生
存的主导产业。然而，长期以来，
这里的茶叶面临着价格低廉、生
产周期短等诸多难题。

2019 年，工厂正式投产，迅
速扭转了这一局面。经详尽调查
与分析发现，当年茶农的平均收
入大幅增长，增收幅度高达
48.16%。这一显著变化，极大地
激发了农户种茶务茶的积极性。

就在当年，周边茶园新增面积约
2000 亩，众多荒废的茶园也得以
重新开发利用。“正因如此，公司
有幸荣获‘脱贫攻坚特殊贡献
奖’，此荣誉不仅是对我们过往努
力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激
励。”杨锐说。

“回顾过往，我深感自豪；展
望未来，我信心满怀。我将继续
砥砺前行，为推动紫阳富硒茶产
业的繁荣发展，为家乡的经济增
长与民众的福祉提升，不懈努力，
贡献更多的力量。”谈及未来，杨
锐信心满满。

紫阳山水生态茶厂（简称
“品品呗”）创始于2012年，是一
家集紫阳富硒茶种植、生产、研
发、销售、旅游为一体综合性农
产业发展公司。茶叶基地位于
汉江上游紫阳县洞河镇境内。

品品呗紧密围绕“立足生态
紫阳，践行乡村振兴，带动产业
发展，有益国人健康”的发展使
命，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十余年
艰辛努力，影响力日益增大，形
成了以销促产的大思路，已建立
了以西安及关中地区综合销售
为引擎的产业发展格局。

品品呗坚持生产、办公、食
宿发展为一体，拥有规模化的茶
叶园区、标准化的生产基地以及
灵活的销售体系，生产厂区有
4000余平方米，综合楼建筑面
积2100余平方米，茶叶加工设
备170余台（套），有年产100吨
绿茶的生产线2条，60吨红茶生
产线、200吨黑茶生产线和50吨
白茶生产线各1条，有园区配套
实景体验观光茶园3亩、规范化
有机茶园2300亩。市场网络分
布在陕西西安、咸阳、宝鸡、渭
南、安康以及甘肃、山西等地，其

中，陕西省内有销售网点37家，线上线
下同步运营，2023年销售收入3600万
元以上。

近年来，公司及生产的“品品呗”紫
阳富硒茶先后荣获“中国优质茶叶金奖
单位”、“全国绿色有机茶”、陕西茶行业

“十佳茶品牌”等荣誉。“进入新时代，面
对新形势，公司将以全新的姿态展现新
作为，开拓新面貌。用成绩说话，为茶
业产业发展助力，把发展的计划宣传到
群众身边，把竞争的作为表现在市场中
间。在生产销售、科研创新等方面不懈
努力，决不辜负美丽家乡的期望和光彩
未来的召唤。”杨锐说。

“回顾过往，我深感自豪；展望未来，我信心满怀”

“贡茶理应为后人所传承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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