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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平利县女娲茶现状及发展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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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数据收集等手段，对安康平利县的女娲茶生产现状、市场需求、扶持产业、企业经营、发展

机遇、政府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适宜的发展途径，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茶农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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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literature collec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collection, the ankang pingli nuwa tea production status, market demand, support
industry, enterpris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wa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ural economy, drive the tea farmers out of poverty to get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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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利的发展背景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的平利县。总书记将于2020年赴陕西农

村调研，就如何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打好脱贫攻坚战做了

深入的调研。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以农村为本”

的发展方针，提出了“以农为本”的总体目标，即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文明乡风，治理有效，人民生活富裕。要实现现

代化，就必须加快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立和完善城乡发

展体制，使农民真正享受到新的发展。[1]新农村建设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基石。工业是农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农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物质基础；生态环境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乡风文

明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灵魂；乡村善治的关键在于治理的有效

性；“小康”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平利县的发展历史比较长，但发展程度还不够高，这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茶叶生产水平不高。平利县的茶叶产量相

对较低，生产设备相对落后，总体上机械化程度不高，茶园分布

在山地和梯田，地理环境较为恶劣。[ 2 ]

第二，茶叶品质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平利县茶叶生

产中存在着用药不规范、人力资源严重短缺、种植不科学、不

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推广绿色防治技术总体水平不高等问

题。同时，平利县茶业单位分散，加大了监管力度，对茶叶

品质的监督管理也不完善，影响了茶叶品质的提高。

第三，平利县的产品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在茶叶种植、

制茶方面，既有资源利用率低下，又有严重的产能过剩。同

时茶叶种植面积显著增加，产量大幅增加，但因采摘不及时，

导致茶叶产量下降40%，对农民的经济效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女娲茶的深加工程度很低，产品的附加值很低，这就导致了茶

叶的利润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3]

2 　茶叶与养生的联系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茶叶产业进入了一个良

好的发展时期，社会环境稳定，技术支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茶叶的保健功能是利用茶叶中的有效成份来调理人体，并借助饮

茶所营造的环境来调节身心，以达到保健和延年益寿的目的。茶

叶保健讲究两点：一是个性化饮茶，使其性味与体质相应，从而

达到平衡人体阴阳的目的；二是注重品茶，在品茶的同时，体会

茶文化的魅力，茶友之间的交流，茶道的气氛。茶的养生，不仅

要重视物质的作用，还要重视文化的作用，以达到身心的协调。

而茶的保健功能则是强调其保健功能、营养价值和情感价值，以

达到强身健体、防治疾病的目的。茶叶保健的目标人群广泛，男

女老幼均可。[4- 5 ]另外，由于人与自然在大环境中共存，顺应

四时变化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因此人们要喝的茶也是不一样的。

春天可以多喝一些绿茶或者是花茶来调理肝。夏天干、热，是喝

绿茶的最佳选择。秋天阳气渐敛，阴气渐盛，适宜于喝黄茶。冬

天万物蛰伏，寒冷刺骨，温性的红茶和黑茶是最好的选择。[6]

女娲茶是我国地理标志产品。平利县茶叶源远流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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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在女娲山上，它的特色是色香味俱全，文化底蕴深厚，又

保留着天然的纯朴。[7]女娲茶外观匀称、碧绿、汤色清澈、香

味绵长、口感醇厚、叶底匀整、鲜绿、耐冲，是一种极佳的

绿茶。女娲茶中含有丰富的硒、锌元素等，对人体的免疫力和

抵抗力都有一定的作用。女娲茶除了具有清热解暑、消食化痰、

去腻减肥、清心除烦、解毒醒酒、生津止渴、降火明目、止

痢除湿等药理作用，而且对于辐射病、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现

代病症也有很好的疗效。茶具中含有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

茶氨酸等，茶多酚是一种有效的清除自由基的有效物质。女娲茶

不仅可以增强人体的抗氧化功能，还可以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增

强体质，还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例如硒锌女娲茶的抗辐射性。

硒锌女娲茶是一种绿茶，是一种比较凉的茶，适合体质偏热、

胃火旺、精力充沛的人喝，而绿茶则是具有一定的抗辐射作用。

国外的研究发现，茶叶中的茶多酚和它的氧化物能吸收某些放射

性物质，从而防止辐射损伤，并能有效地修复受损的细胞。临

床试验表明，茶水萃取液能有效地治疗因放射治疗而引发的轻微

放射疾病，对因辐射而造成的血球、白细胞减少有显著疗效，

特别适用于经常使用计算机的人。

3 　茶叶带动当地致富

3 . 1 “茶旅”融合，产业协同增添新动力

截止到现在，目前，平利县已建成长安镇、女娲山等八

大景点，三大特色旅游路线，把中国最美丽的“县城风景区”

和“中国最美丽的村庄”向世人展现。发展茶旅旅游产品及

旅游线路，围绕“游、制、品、赏、购”五个方面下功

夫，定期举行品茶斗茶、茶艺表演等文旅活动，积极拓展采

摘体验、旅游观光等旅游康养产品，不断提升茶旅产品吸引

力。坚持以茶为主体，把茶园变成旅游景点，把茶叶产品变

成旅游商品，把茶文化变成旅游品牌；以平镇高速为依托，设

计和推广茶主题文化旅游线路，促进了全县旅游业的繁荣。

到 2021 年，全县共建成“茶乡田园”200000 多亩，茶

文化博览园1个，现代农业园区45个，各村根据各自的特点，建

造了不同的旅游景点，比如八仙镇，以宋代庙宇遗址为依托，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蒋家坪村利用“高山、绿色、富硒、零污

染”的天然地理条件，发展了2400多亩茶园，形成了“茶山、茶

山、居民宿”、“茶旅融合”、“茶旅融合”的新路子。[8]

3.2“茶农”增收，乡村振兴释放新红利

截至2021 年末，平利县已建成超过10 万亩的标准化茶园、

8个万亩基地镇、65个1000多个专业村庄、124个现代化茶园、4

个省级、41个市级。茶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到2021年，

全县茶叶总产15500吨，全产业链产值23.5亿元，一产产值5.4亿

元、加工增值15.6亿元、茶旅收入2.5亿元，茶产业的收入占到

了茶农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以上。茶业成为拉动农民增收的重要

支柱产业，全镇176个茶农流转土地3.8万亩，与农户合作建设订

单生产茶园基地1万余亩，茶产业从业人员近10万人，解决了茶

农的就业并带动了茶农的收入。[9]

平利县这几年，为了把贫困户跟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条密切联

系到一起，县委和政府都在对茶产业的发展提出很多的方针，如

“一个村庄，一个企业，一个茶园”的模式，该模式要把龙头企业

和农户进行合作。全县11个乡镇中有10个万亩以上的茶叶基地镇,

137个行政村中有55个千亩以上的茶叶专业村,完成了的发展目标

是全县每一位村民都有一亩茶园，每一户的平均收入都达到了一

万元。全县八千左右的贫困户（约3万人），都被政策带动并发展

起来，每位村民人均增加了1565元的收入，茶饮产业成为贫困户

能够得到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的主要渠道。目前，全县茶叶生产

规模已达到250,000亩，年生产茶叶1.39万吨，年产值达到15.5

亿元。目前，茶叶已经成为全县农业、农村经济、生态经济的重要

支柱产业，是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全面振兴乡村的重要支柱产业。

现在，在平利县，特别是春夏秋冬，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茶园，到

处都是茶叶的香味，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让当地的茶叶农民喜出

望外，生活越来越好，村民越来越富裕，生意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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