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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政文〔2021〕51 号

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尤溪县茶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省市属各有关单位：

《尤溪县茶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已经县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尤溪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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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茶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为做大做强我县茶叶产业，加快推进我县茶叶标准化、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实现茶农增收、茶企增效、财政增税，特制定

尤溪县茶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抓住全省茶叶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以效益为核

心，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保障，大力推广“尤溪红”“尤溪

绿茶”品牌，快速做大做强我县茶叶产业。

二、规划背景

（一）种植面积大，但比较效益低。全县茶园总面积 7.48

万亩,茶树良种覆盖率超过 95%，干茶产量达 1.25 万吨,茶叶产

值 10.6 亿元；但生产上毛茶市场价格偏低，茶叶产业链不完整，

茶产业的经济效益较低。

（二）加工企业多，但企业规模小。全县茶叶加工厂 210

多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1 家，市级龙头企业 3 家，福建省著名

商标 4 家，福建省名牌农产品 1 家；但多数企业以小作坊方式生

产，厂房陈旧，设备简陋，缺乏精制配套设备，资金与技术储备

不足，以毛茶销售为主，产品附加值低。

（三）从业人员多，但质量管控难。全县茶农 8600 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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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茶人员 4 万多人，但农技人员、制茶师、品茶师等专业技术人

员偏少，茶园管理水平不高，有机肥施用不够普遍，茶园物种单

一，生态建设仍不完善，原料等级不一，部分加工厂产品质量不

稳定。

（四）种植历史久，但文化挖掘浅。根据明嘉靖《尤溪县志》

记载，明朝时期茶叶产业就已形成相当规模；但由于投入不足，

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贸旅游、新

闻出版和餐饮服务等学科与行业仍然滞后，尤溪茶叶文化植入有

待加强。

（五）获得荣誉多，但品牌效应低。2005 年以来，尤溪县

茶叶获得省级以上名优茶奖达 192 个，取得不少国优和省优产品；

但未形成强有力的龙头企业，“尤溪红”“尤溪绿茶”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有待提高。

三、工作目标

发挥我县茶产业资源优势，突出茶产业特色，提升茶叶品牌

知名度，大力发展红茶，适度发展绿茶，顺势发展其他茶类，全

力把尤溪茶产业打造成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到 2025 年，新

增茶园面积 31470 亩，全县茶园总面积达 10.63 万亩，年平均增

长 7.3%；总产量达 1.45 万吨，年平均增长 3%；毛茶总产值达

13 亿元，年平均增长 4.2%；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20 亿元，年

平均增长 10.8%；争创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茶企业 1 家、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茶企 3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茶企 10 家。

四、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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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三大水平，加快产业升级

1.提升茶园管理水平。（1）推广良种栽培。推广无性系茶

树梅占、金牡丹、瑞香、黄玫瑰等良种，发挥尤溪茶早采、高香

优势。确立我县“当家”品种及其生产加工茶类，选定我县境内

性状表现优异、有一定规模的品种，确立生产能突出该品种优异

品质的茶类，着力发展有一定产能的区域，突出以点带面，以该

品种为“主心骨”做强做大我县茶叶。（2）推广生态栽培。配

套栽植遮阴树、行道树；打造生态观光茶园示范片，按照机械化

要求抓好道路、水利建设。在城关、梅仙、联合、西滨、洋中、

汤川、溪尾、中仙、台溪、坂面、新阳、管前、西城等乡镇实施

2.5 万亩生态茶园建设，完善 45 公里茶园干支道硬化、50 公里

步道的路网建设；建设茶园蓄水池 15000 立方米，推广喷灌、滴

灌等节水灌溉系统，完善茶园排水系统；配套种植防护林、行道

树绿肥等，力争县内茶园全部建成生态茶园。（3）推广绿色栽

培。建立健全茶园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强农业生产用水和土壤

环境监测与治理。依法划定茶园保护区，优先保护集中连片和高

产稳定的良种茶园；划定茶园生态保护林，限制或禁止砍伐林木。

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绿

色发展不用化学农药示范茶园生产技术规程》，通过农艺改良，

强化茶园管理，倡导茶树健身栽培，培育“茂大壮”茶树；推广

天敌友好型诱虫板、天敌友好型 LBD 杀虫灯等最新物理防治措施，

扩大生物农药防治面积，积极发展梯壁留草、种植行道树等，增

加茶园生物多样性；开展统防统治、机耕、机采等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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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科学修剪，做到适时、适量、适型修剪；推行适度采摘，名

优茶在单芽采摘的基础上，提倡一芽一叶或一芽二三叶采摘。到

2025 年，全县推广有机肥茶园面积超过 90%，全县茶园绿色防控

实现全覆盖。

2.提升茶叶加工水平。（1）普及茶叶机械。结合茶园宜机

化改造、施肥、中耕、修剪、植保、采摘、加工等生产实际，积

极推广植保无人机、田园管理搬运机、茶叶采摘机、茶园管理机、

茶园深翻机、茶叶初加工生产线等茶园管理和茶叶初加工机具。

（2）建立标准体系。根据茶类划分，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质

量管理手册，对茶叶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存实行全过程

规范化控制。加快制订和修订《尤溪绿茶》《尤溪红茶》地方标

准，涵盖茶叶生产、加工、包装、销售和管理等各个环节，规范

全县红绿茶行业发展。（3）规范茶叶加工。淘汰、改造茶叶小

作坊，鼓励企业新建清洁化、自动化生产线，建立茶原料仓储、

发酵、加工不落地制度，净化周边环境。规模茶厂必须配备安全

自检设备，对茶叶原料及产品进行检测。加工企业要主动参与对

原料基地的安全生产监管，对不合格的原料一律不予收购加工。

引导茶叶加工企业积极申报 SC 取证，使 SC 取证企业成为我县茶

叶生产加工的主体。对台溪、坂面、新阳、管前、西城、洋中、

梅仙、联合、溪尾等乡镇的 60 个茶厂共 5 万平方米的厂房，在

生产环境清洁化、加工燃料清洁化、加工设备清洁化、加工流程

清洁化等方面进行改扩建，力争 2025 年全县 80%以上茶叶初制

加工厂完成清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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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茶叶质量水平。（1）建立可追溯机制。加快推进“一

品一码”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引导和鼓励茶叶生产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建立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质量安全检测制度，

建立田间作业、原料来源、工艺流程、产品检测和销售台帐。积

极探索茶叶销售实名制，督促经营户落实好进货查验、索证索票、

购销台账等工作。（2）实行信用公示制度。加大对茶叶品牌的

执法保护力度，对自有茶叶商标、茶叶包装专利和地理标志商标

进行保护，打击假冒、仿冒行为。加大对经销、使用违禁农药以

及添加非茶类物质的查处力度，对违规销售禁用农药、非茶类物

质的，责令整改并加强跟踪监督，再次查获的依规依法吊销其营

业执照。（3）加大产品监管力度。规范农药、肥料等农资经营

行为，督促农资经营店设立茶园专用农药柜，加强农药安全使用

技术指导。加强生产源头监管，重点监管农药使用安全性、加工

和存储茶叶原料场地的安全性。加强加工企业监管，严把“原料

进口、生产过程、成品出口”三个环节，严厉打击滥用添加剂及

其他质量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加强流通环节监管，突出茶叶包

装物安全监管，加大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茶叶

产品监督抽检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

（二）挖掘三大潜力，实现跨越发展

1.挖掘茶叶文化潜力。（1）挖掘茶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尤

溪生态茶历史文化，打造朱子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与茶饮

文化融合点，收集展示茶诗、茶具、茶习俗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传

统文化，引导行业向茶艺、茶馆业、茶旅游等第三产业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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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入茶文化内涵。重点推介地理标志公共品牌“尤溪红”

“尤溪绿茶”，通过产品包装设计、广告植入朱子文化内涵，传

达我县深厚的文化底蕴。（3）开展茶文化宣讲。通过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茶企参与，依托朱子文化研究会，开展“风展红旗如

画”宣讲等活动；组建由机关单位、学校茶艺爱好者组成的茶艺

队，县内外展示演出，宣传尤溪茶文化；开展茶文化进机关、进

校园、进企业活动，突出尤溪茶叶“好生态”特质。倡导“尤溪

人喝尤溪茶、尤溪人卖尤溪茶、尤溪人推尤溪茶”理念，鼓励本

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接待办公用茶优先采用“尤溪红”“尤溪绿茶”。

2.挖掘优质古茶潜力。（1）制定保护方案。深入调查研究

尤溪史料记栽的明山圣王茶、汤川普济茶、坂面湆头山仙茶、华

口水仙茶四大古名茶，制定茶树资源保护开发方案，有效保护我

县古名茶种质资源。（2）开展选育扩繁。加大与福建农林大学、

武夷学院、省茶科所等院校合作力度，开展汤川苦竹茶和坂面湆

头山仙茶野生茶优异性状研究，适度进行茶树品种选育与扩繁，

开展茶树优质资源利用。（3）加大开发利用。选择有实力的龙

头企业对古茶树提供加工技术支持，开发古茶树系列产品，形成

古茶树品牌体系，让古茶树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带动尤溪县名优

茶生产。

3.挖掘茶叶人才潜力。（1）加强经营人才培养。选择重点

茶农和茶叶经营者，分期分批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茶叶经

营管理水平和企业效益。采取“走出去”“引进来”方式，引进

域外茶叶经营人才，吸引高学历大学生返乡创业，壮大尤溪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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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不断培养尤溪本土茶企业家。（2）加强行业人才培

养。通过尤溪职业中专学校、闽中茶校等机构，培养一批本土制

茶师、评茶师、茶艺师、营销人员等；加大茶叶从业者的职业技

能培训力度，努力提升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建立健全茶行业实用

人才信息库。（3）加强专技人才培养。完善茶业专业技术人员

配备，建立乡镇茶叶技术推广服务队伍，发挥新型职业农民教育

工程功能，扶持培养一批茶叶职业经理人、经纪人、制茶能手、

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打响三大市场，拓宽销售渠道

1.以企业开拓市场。（1）培育龙头企业。扶持 15 家带动性

强的茶叶龙头企业，在品质上下功夫，生产高端产品，大力宣传

推介，扩大知名度。（2）引进域外企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

各地企业来尤溪投资创业，引进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来尤建基

地、办茶厂，推广发展尤溪本地特色茶叶。（3）规划加工区域。

加快推进茶叶加工集中区规划建设，在台溪乡建立统一规划、合

理布局的园区，对园区内茶企落实税费优惠、对企业开工实行“绿

色通道”、对企业生产用电争取优惠政策，逐步向全省一流的集

生产研发、商贸物流、服务平台的现代茶叶产业园、茶乡小镇方

向发展，切实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2.以营销发展市场。（1）完善销售渠道。采取以奖代补方

式，引导和支持茶叶龙头企业建立完善销售渠道，鼓励企业在国

内外电商主流平台营销尤溪茶，形成尤溪茶叶公用品牌整体形象。

（2）促进茶旅融合。结合“我家在景区”全域旅游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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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农家乐、茶庄园发展茶业休闲观光，引入外部资金，实施互

惠共赢、共同发展的茶旅融合项目。开发茶叶“伴手礼”，打造

以简约、环保、轻便的茶礼、茶具等旅游产品，鼓励在各景区设

立“尤溪红”“尤溪绿茶”品牌推介点，滚动播出与尤溪茶有关

的微电影、宣传片。（3）增强传播力度。建设尤溪茶叶展示窗

口，扶持引进尤溪茶叶品牌龙头企业入驻，集中展销尤溪茶叶。

设计尤溪茶卡通形象，制作便于传播的美图和短视频，增强尤溪

茶传播的生动性与趣味性。

3.以品牌引导市场。（1）开展茶事活动。每年组织尤溪县

茶叶鉴评会，广泛开展斗茶会、茶文化旅游节等茶事活动，奖励

获奖茶企，鼓励企业产好茶。（2）组织参加展会。组织企业参

加“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海峡两岸林业博览会”“厦门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重要省内外展会，提升尤溪茶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3）加大品牌打造。以增进地域认知、品牌认同和消费

认购为内核，以“尤溪红”“尤溪绿茶”营销推广为突破、打响

尤溪茶叶公共品牌，建立品牌 VI 标准体系、规范品牌授权准入

使用等激励约束机制，促进茶叶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得益彰、

协同发展。建立尤溪茶品牌服务商制度，制定尤溪“百人计划”

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吸引品牌打造、市场拓展、新媒体推广等

各方面的尤溪籍乡贤参与尤溪茶品牌打造。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县茶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组长，县相关领导任副组长，成员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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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主要负责人，统筹推进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茶产业建设工作专班。同时，将茶产业发

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各乡镇要切实

加强对茶业工作的领导，结合实际制订茶产业发展方案，全面提

升茶产业发展水平。

（二）争取政策扶持。县乡两级财政每年安排预算资金用于

茶叶产业发展，其中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200 万元专项资金。

同时，积极争取中央、省级茶产业发展资金，重点扶持茶树新品

种推广、茶叶生产机具配置、生态茶园建设、茶厂清洁化改造。

加大地方财政对产业的扶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加大对茶产业的

财政投入，发挥政策引导效应，重点加大品牌宣传、市场拓展、

科技研发、质量提升、三产融合等方面的扶持。

（三）加大宣传发动。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承担起推

动茶产业发展工作的属地责任与主体责任，把茶叶产业发展列入

农业农村工作重要内容，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形成企业和合作社

积极带动、茶农普遍参与的良好氛围。有计划地通过电视、网络

等方式，宣传支持茶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成效，扩大社会影响力，

及时总结工作推进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附件：1.尤溪县 2021—2025 年新建茶园规划表

2.尤溪县“十四五”重大茶叶产业规划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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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尤溪县 2021—2025 年新建茶园规划表

乡镇

2020 年末

实有面积

（亩）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当年新植

面积（亩）

年末总面积

（亩）

当年新植面

积（亩）

年末总面积

（亩）

当年新植面

积（亩）

年末总面积

（亩）

当年新植面

积（亩）

年末总面积

（亩）

当年新植面

积（亩）

年末总面积

（亩）

城关镇 652 50 702 50 752 50 802 50 852 50 902

梅仙镇 4468 450 4918 700 5618 600 6218 300 6518 200 6718

联合镇 3801 600 4401 800 5201 750 5951 300 6251 200 6451

西滨镇 2018 100 2118 100 2218 120 2338 50 2388 50 2438

洋中镇 2796 500 3296 400 3696 450 4146 200 4346 200 4546

汤川乡 3628 100 3728 100 3828 150 3978 100 4078 100 4178

溪尾乡 978 100 1078 100 1178 100 1278 100 1378 100 1478

中仙乡 2639 280 2919 300 3219 300 3519 200 3719 200 3919

台溪乡 28052 3500 31552 3300 34852 2900 37752 1000 38752 800 39552

坂面镇 5946 1300 7246 1100 8346 1500 9846 500 10346 300 10646

新阳镇 10988 1200 12188 1100 13288 1200 14488 300 14788 200 14988

管前镇 365 50 415 50 465 50 515 50 565 50 615

八字桥乡 4320 200 4520 200 4720 200 4920 100 5020 100 5120

西城镇 4198 120 4318 100 4418 150 4568 100 4668 100 4768

合计 74849 8550 83399 8400 91799 8520 100319 3350 103669 2650 10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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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尤溪县“十四五”重大茶叶产业规划项目汇总表

序号 牵头单位
项目

名称

项目

属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预计

总投资

（万元）

建设期限

（年）

前期工作

情况
项目建设重要意义

1 县发改局

尤溪县福

建仙子集
团茶叶产
业化建设

项目

尤溪县

(1)改造低产茶园 20000 亩, 扩建茶园 10000
亩。建设优良品种母本园 1000 亩、无性系繁
殖基地500亩。(2) 新建茶叶精加工茶厂1家,
建筑面积38000平方米；达产时年产量2万吨。
(3)新建副产品提炼厂 1 家，拥有 15000 平方
米生产车间，年产“茶多酚”“茶酵素”等深
加工延伸产品 300 吨。（4) 建设华达茶创园
10000米

2
，开发茶文化旅游,茶文化培训中心，

延伸茶产业链,拓展茶叶经济深度、提升茶叶
品牌竞争力。因地制宜，建成 400 亩可供游览
的茶文化旅游景区及特色休闲山庄。(5) 新建
茶叶科学研究所和茶叶专业批发部与产品展
示市场一个，面积 2000 平方米。

136000 2021-2025
完成可研

报告

种茶受旱、涝影响较少，产

量比较稳定，只要栽培措施
得当，较易获得丰产；加工
茶叶经济收入高，山区种茶

又不与粮食等作物争地，所
以种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
景。发展茶叶生产，对增加

农民收入，改善群众生产，
开发山区经济，扩大集体积
累等都有重要意义。

2 县农业农村局
尤溪绿色
茶叶发展

提升工程

尤溪县

规划改造 60 家茶叶初制厂，实施茶叶初制厂
车间完善与更新改造、厂区周边环境绿化、美

化等生产环境清洁化，茶叶加工燃料、加工机
具设备、加工流程清洁化，实现加工安全化、
规范化。实施“122”工程，建设数字农业综

合服务数据中心；推动茶叶生产的农业物联网
和数字化应用提升，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主体
标识化、一品一码体系提升；推动数字田园综

合管理平台试点项目创新，区块链和防伪技术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试点应用创新。

8000 2021-2025

完成摸底
汇总数字

农业建设
可研报告

通过工程建设，逐步实现茶
叶绿色生产，提升农茶叶生
产条件，确保农产品质量安
全。提升尤溪县农业生产经
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水平，
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数
据资源建设，增强数字技术
研发推广应用能力，推进生
产标准化、管理智能化、销
售数据化、产品品牌化，有
效解决农业生产碎片化，实
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数字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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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牵头单位
项目

名称

项目

属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预计

总投资

（万元）

建设期限

（年）

前期工作

情况
项目建设重要意义

3 县农业农村局

尤溪现代
茶叶种质

资源提升
工程

尤溪县

在中仙乡明山圣王茶、华口水仙茶保护点（资

源圃）范围内，完善道路、沟渠、喷滴灌等基
础设施和资源圃整地、园内种质资源标识标牌
的设立，扩建资源圃，新增优新茶树种质资源

等；对汤川苦竹茶、坂面湆头山仙茶种苗繁育、
复壮、试种、推广，对野生茶类适制及生化成
分分析。

2000 2021-2025
正在对接
相关项目

实施主体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提高种
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品

种测试、良种繁育能力，推
动农业结构调整。

4 台溪乡政府
清溪片区红
茶加工区

台溪乡
在原大头桥水泥厂新建或改建 10～15 家茶叶
初制加工厂，每家面积达到 500 平方米以上。

1500 2021-2025 规划中
解决 100 人就业，增加政府
税收。

5 台溪乡政府
茶乡小镇
茶文化园

建设项目

台溪乡

游客服务中心、游客集散中心、旅游商贸步行

街、生态停车场、旅游生态厕所、自行车租赁
点、农家乐餐馆、茶农民宿、观光自行车、游
憩道、茶园采摘体验区（茶作坊、茶叶制作景

观雕塑、茶园观光采摘等）、森林运动拓展区、
果园观光休闲区。规划面积 400 亩。

20000 2020-2025 规划中

发挥旅游的带动作用，促进
农村剩余劳动转移，拓展农
民增收空间和领域，加快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
面貌，促进新农村建设。

6 台溪乡政府
闽中茶叶

市场
台溪乡

规划在片区建设闽中茶叶交易市场，茶叶交易

大楼、物流集散中心、停车场、综合楼、宿舍
楼、步行街。

7200 2022-2025 规划中 解决 70 人就业。

7 坂面镇政府
坂面星空
茶园康养
旅游项目

坂面镇
建设茶香绿色长廊景观带、茶香文化展馆、茶
香康养民宿区、游客综合服务区、停车场、旅
游公厕等康养文旅配套项目。

10000 2020-2025 规划设计
开发休闲旅游，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

8 坂面镇政府
坂面镇茶
叶绿色生

态产业园

坂面镇

茶园升级改造5000亩、茶园道路建设30公里，
茶园有机肥示范片建设 1.1 万亩，茶园生态修
复种植绿肥 8000 亩、种植生态修复树 5.5 万

株，建设 5000 平方标准清洁化厂房，新置低
耗能无污染加工设备 120 套。

8000 2021-2025 规划设计
提高坂面镇茶产业生产水
平，增加茶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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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牵头单位
项目

名称

项目

属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预计

总投资

（万元）

建设期限

（年）

前期工作

情况
项目建设重要意义

9 坂面镇政府
坂面镇茶
叶交易

市场

坂面镇
规划在东城坂片区建设 1000 平方米的茶青交

易市场。
1000 2021-2025 规划中

规范坂面镇茶青交易秩序，

提升茶青交易质量。

10 新阳镇政府
新阳镇茶
叶绿色生
态产业园

新阳镇

茶园升级改造 5000亩，茶园机耕路建设 30km，

步道建设 20 公里，茶园有机肥示范片建设
3000 亩，种植生态修复树 6万株，改造 1万
平方标准清洁化厂房，新置新能源加工设备

150 套。

3000 2021-2025 规划设计
提高新阳镇茶产业生产水
平，增加茶农收入。

11 新阳镇政府

尤溪新阳
上地绿尔

香茶场康
养旅游
项目

新阳镇

依托“昇平堡”和“古民居”文化资源，利用
“千亩茶园”打造上地旅游 3A 景区，建设茶

香绿色长廊景观带、茶香康养民宿区、游客综
合服务区、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康养文旅配套
项目。

6000 2021-2025 规划设计
开发休闲旅游，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





抄送：县委、人大办、政协。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