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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凌云茶山金字塔茶树因其特有的文化和资源特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很好的效用。但因条件所限，其

保护和开发存在保护机制制度不全、不合理采摘、衰退严重等问题。基于以上，本文在深刻剖析凌云茶

山金字塔茶树资源保护和开发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凌云茶山金字塔茶树资源保护

及开发的可行性建议，以期为凌云茶树资源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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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gyun Tea Mountain Pyramid tea tree has played a very good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because 
of its unique cultural and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condition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t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incomplete protection mechanism, 
unreasonable picking and serious decline. Based on the above,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 tree resources in Lingyun Tea 
Mountain Pyramid,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rea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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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 tree resources in Lingyun Tea Mountain Pyramid, in 
order to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a tree resources in Li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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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栽培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国家。早在 5000 多年前，

古人就已经发现并利用茶叶了。“我国茶树种质资源丰富，目前已经收集和保存有 3300 多份资源品种” [1]。
广东、广西、海南、台湾是华南茶区茶叶生产的主要地区，尤其广西拥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广西地

跨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气候高温多湿，地形多为丘陵，土壤呈酸性且有机质含量高，十分适宜茶叶种

植，是全国主要茶叶产区之一” [2]。此外，广西野生茶分布范围广，种类繁多，凌云、乐业、隆林、上

林、扶绥等地均发现有野生大茶树群落，特别是凌云茶树，颇有代表性。《中国名茶志》记载：“白毛

茶为历史名茶，原产于凌云县，后称凌云白毫茶”。今浪伏村三坡百峒一带仍保留有一片树龄千年的古

茶，现有凌云白毫茶皆由凌云古茶树经人工栽培，选育驯化种植而成。茶山金字塔是凌云白毫茶生产的

示范区，茶山金字塔茶树资源保护和开发创新发展模式对凌云茶树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带头示范作用。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作为益民、富民

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扶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发展落后地区生产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发展

适宜当地的产业，带动当地就业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3]。凌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茶叶是凌云县的特

色支柱产业，也是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合理开发和利用茶树资源，实现茶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促进凌云茶业高质量发展是凌云实现脱贫致富、落实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凌云白毫茶起于唐宋，传于

明清，盛于现代。《凌云县志》记载：“凌云白毫自古有之，是皇家贡品和各级官员们的馈赠珍品”。

这体现了以茶叶作为物质载体的“各种物质活动和以历史价值为基础的精神文化融于一体的文化诉

求” [4]。“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价值和文化观念。因此，对茶树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既能推动凌云茶业高质量发展，又能继承和发

展传统茶文化。 
野生凌云白毫古茶树是近现代用于人工栽培茶园的种子源头，对野生凌云白毫古茶树资源的调查与

研究为凌云白毫古茶树的溯源、茶树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茶叶是地域性很强

的产品，要做出特色，就要用当地品种，保存好茶种资源。因此，要树立凌云白毫茶的品牌效应就要合

理开发和利用茶树资源，保存好凌云白毫茶种资源。茶树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具有林木资源和经济作物

双重属性，既有自然资源属性，又有财产属性。但茶树资源保护中存在很多问题，因茶树资源具有自然

资源属性，对茶树资源管理粗放、乱砍滥伐等现象不利于维持茶树物种组成、系统多样性。同时，茶树

资源因具有经济作物的属性，在利用过程中出现过度采摘、破坏茶树生长环境等现象。因此，合理开发

利用茶树资源，保护茶树种质资源，实现茶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茶山金字塔作为凌云白毫茶生产示范

基地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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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山金字塔茶树资源现状 

在茶树资源保护方面：茶作为我国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在科研、文化、生态、景观、经济和

健康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茶产业对凌云县的乡村振兴更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2017 年凌云

县产干茶 5412 吨，产值 4.5 亿元，有 1.13 万户 5.04 万人(其中：贫困农户 1530 户，贫困人口 6426 人)
从事着种茶、制茶、售茶等工作，从业人员占全县总人口的 22.4%  [5]。茶产业的发展帮助当地村民增加

了收入，摆脱了贫困，成为凌云县脱贫致富的第一产业。因此茶树资源作为凌云人民致富的一种途径，

需要进行保护，保护并利用好凌云的茶树资源，对凌云县茶文化、茶产业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茶产业发达，茶产量位于全国前列，凌云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是全国有名的茶之乡，为广西的

茶产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广西区和凌云县都很重视茶产业的发展，出台了许多助推茶产业良好运行

的政策，如自治区出台了《关于支持广西茶产业技术创新若干政策措施》，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真金白

银支持广西茶叶产业集成创新；凌云县出台《凌云县白毫茶产业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通

过政策落实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的各项任务内容，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保障。但政策都只注重茶树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高质量发展，对于茶树资源保护方面的政策寥寥无几。 
在茶树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座谈会强调：“茶产业大有

前途，下一步，要打出自己的品牌，把茶产业做大做强。”在凌云县，目前最有品牌影响力的茶叶公司

为广西浪伏茶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生产凌云白毫有机茶为主的公司，秉承“诚于心，信于行”的发

展理念，通过长期发展，成为了一家集生产、销售、科研、推广以及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企业。 

2.1. 生产现状 

广西浪伏茶叶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8 年，经营与研发凌云白毫茶已有 30 余年历史，现有 8 个生产基

地和 1 个茶山金字塔景区。该公司有生态茶园 1.69 万亩，白毫茶示范区占地面积 12,000 亩，茶叶种植面

积 6000 多亩。浪伏公司主打的是有机茶，非常重视茶树的护理。在茶叶生产过程中，格外注重农残控制，

不使用化学肥料，不喷洒农药，也不使用因喂养饲料而含有激素的禽畜粪便肥，多采用太阳能灭虫灯、

挂黄板等物理手段灭杀病虫。浪伏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注重保护好生态环境，实施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工程，坚持走有机农业发展的思路，景区在开发前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保证在开发过程中不会对

茶树整体造成危害，并且使用绿色环保材料，从而避免对茶树造成污染。 
广西浪伏公司对茶叶的生产管理是由专门人员负责修剪、施肥、采摘等工作。在修剪方面，白毫茶

的修剪工作主要是对幼龄茶树进行定型修剪，一般分三次完成，每年进行一次，连续三年才完成；在采

摘方面，不仅是附近的茶农可以报名进行采摘，甚至连乐业、凤山的茶农也远道而来进行采茶工作。广

西浪伏公司为了便利于茶叶的采摘，在茶山上建有员工宿舍，并且茶农每年数量是固定的。但是这两年

来受疫情影响，茶农比较少，只有 60 个人左右。 
茶叶的产量与茶叶的护理息息相关。如茶叶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每年一亩地可以产出 800

斤的产量。但是近年来，由于茶树管理比较粗放，茶树生命力衰退以及茶农对茶树资源的保护意识淡薄，

从而出现了过度采摘、破坏茶树生长环境的现象，近年来一亩地的产量只有 500 斤茶叶。 

2.2. 加工销售 

广西浪伏公司设有占地 15,000 m2 的加工厂，茶叶的加工和包装都是由专业技术人员来指导，每年可

生产加工茶叶 200 吨以上。白毫茶炒制的主要工艺有摊青、杀青、揉捻、干燥等四道工艺，炒制方法有

手炒和机炒两种。经过精细采摘和加工后制成的白毫茶，香气馥郁持久，回味清甘绵长。广西浪伏公司

会把加工好的茶叶进行线上与线下销售。加工好的茶叶会在淘宝、京东、微信、抖音等各大电子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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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新，也会在当地以及北京门店进行线下销售，同时在南宁市、百色市等地的分销商公司利用“农户 + 
基地 + 公司 + 品牌 + 市场”的模式进行分销。这种多渠道销售可以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优

势，拓宽国内市场。同时，茶山、茶厂、茶馆、茶店的综合经营以及茶道、茶艺、茶文化的传承发展，

延长了产业链，助力了茶叶的深加工发展。 

2.3. 研发教育 

广西浪伏公司实行“引进来”的发展战略。公司长期与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学院、广西茶叶学会

等单位进行合作，利用科研院校的技术力量与人才，为公司项目的建设提供技术与人才保障，通过不断

的技术研发，推动茶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另外，浪伏公司在茶山上建设有学习基地，茶山每年都会接待

好几所学校前来研学，尤其是附近的中小学基本每年都会来。在此类活动中，学生不仅可以体验采茶以

及制茶工艺的乐趣，还可以学习茶道文化，感受茶艺的魅力。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对茶

文化的兴趣与思考。 

2.4. 文化推广 

广西浪伏公司也实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充分进行展示和宣传。首先，积极参与茶文化旅游节，

依托展销会平台，对凌云白毫茶进行初步推广；其次，参加“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中国–东盟现代

农业展示会”及“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等重大茶叶商贸活动，使得白毫茶不断走向国际市场；

最后，凌云白毫茶被确定为广西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重新研制凌云白毫茶绿茶、白茶、红茶的

三套七个单项县级地方标准。 

2.5. 旅游度假 

广西浪伏公司茶山景区是凌云县茶叶产业核心示范区，有国家 4A 级景区凌云金字塔风景区、综合

服务管理区、茶叶加工展示区、高效标准化种植区四大区，景区还开发了茶王阁、茶仙亭、茶圣亭、游

客采茶园区等打卡景点。目前，茶山主要是以游客接待点为核心进行开发，新建了参观、制茶体验中心

等区域。此外，景区还开设有茶叶加工工艺参观、制茶体验，茶道、山歌表演等项目，是集采茶、制茶、

品茶、生态农业观光为一体的旅游风景名胜区。 

3. 茶山金字塔茶树资源保护和开发困境 

3.1. 茶树资源保护困境 

茶山金字塔的茶树资源大多分布在海拔较高、远离村庄的山区之中。在茶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并不

是只有简单的采收，还需要结合日常的管理进行茶园维护，保证茶园中茶树的健康生长以提升产量 [6]。
目前，茶山金字塔景区内的茶树资源占地 6000 多亩，面积广，管理难度大。由于景区在管理和采收方面

的措施不合理、当地茶农的保护意识淡薄，加之政府在茶树资源保护方面的重视力度不够等因素的影响，

当地景区的茶树资源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和有效利用。 

3.1.1. 茶树资源管理粗放 
据了解，景区内的茶树资源在修剪和施肥方面由专人负责管理，但茶树的生长状况、茶叶的品质等

方面却没有专人负责，这种粗放的管理方式，将导致部分茶树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同时景区在茶树

资源管理方面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缺乏科学养护的相关技术。目前茶山金字塔景区中茶树各类保护管

理人员专业素质较低、业务能力较弱，难以提出针对性的措施，且在茶树监测、病虫害防治研究等方面

滞后，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撑。尽管该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茶树资源，但是缺乏合理的管理养护措施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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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保护意识，如果再不加以合理的保护，必然不利于茶树资源的长久利用。 
同时，采收人员存在局限性。目前景区采取与周边村民签订合同，村民据个人能力选择承包茶园面

积。这些茶农主要来自周边村庄以及邻近的县乡，采收人员结构单一、规模小、地域分散、茶农能力标

准不确定以及缺乏固定采收人员等因素，都影响了对茶树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外，大多数村民并没有接

受过专业的培训，仅凭借多年的采茶经验行事，缺乏科学的茶叶采收技术，这些都大大影响了茶产业的

进一步发展。 

3.1.2. 茶农保护意识淡薄 
由于茶农主要由周边地区的村民组成，这些茶农对于茶园的管理认知意识并不强，缺乏相应科学的

茶树管理技巧。大多数茶农在进行采收过程中，关注点在于采收茶叶的数量和质量，并未对茶树进行相

应的管理维护。长此以往，将导致茶树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不利于茶树资源的长效保护和开发。另很多

茶农觉得这是公司的事情，与自身关系不大，也导致他们对茶树管理的不闻不问。 

3.1.3. 政府对茶树资源的重视力度不够 
虽然政府出台了相关茶树资源保护的政策，但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资金的投入。地方政府对茶树

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茶树资源保护管理等相关工作很难落实。加之茶树分布的各区域经济发展不

均衡，相关的管理措施也很难落地。茶山金字塔景区内的茶树大多生长在交通不便的深山、条件艰苦的

边远山区，由于缺乏茶树资源保护的人员和资金，保护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3.2. 茶树资源开发困境 

目前，茶山金字塔景区内的茶树资源丰富，但大部分茶树只是用于茶叶生产或提供给游客进行制茶

体验，其他方面较少涉及。 

3.2.1. 茶产业的综合利用较少 
茶山金字塔景区对当地茶树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较为单一，多为观光旅游，体验采茶、制茶等，古

茶树资源的文化、科研、健康等方面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开发 [7]。再加上由于景区宣传力度不够，景区

每年的游客量较少，茶树资源的使用路径比较有限。 
在茶产品生产方面，茶山金字塔主要以生产凌云白毫茶为主，且不施农药、化肥，主打有机茶。然

而，因其开发产品种类有限，茶产品加工附加值较低，缺乏市场竞争优势 [8]。 
在品牌效应方面，凌云白毫茶在历史上颇有盛名，但茶文化挖掘不足，品牌竞争力弱。凌云县是凌

云白毫茶的原产地，凌云县发现和利用白毫茶已有百年历史。茶山金字塔景区位于凌云白毫茶产业示范

区内，景区内现有的凌云白毫茶皆由凌云古茶树人工栽培、选育驯化种植而成，正是因为这些古茶树的

存在，凌云白毫茶的古树茶文化才得以延续。但是，目前凌云县对凌云白毫茶古茶树文化的挖掘层次较

低，对凌云白毫古茶树文化的宣传更多集中在古茶树起源地带的历史意义上，对当地采茶、种茶、制茶

的技艺，以及茶歌、茶舞、茶艺、茶俗文化等茶文化的宣传较少涉及，缺乏对古茶树文化与时俱进的传

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凌云县对凌云白毫古茶树的品牌挖掘和塑造力度不够，缺乏对当地古茶树文化的

进一步挖掘，未能形成与古茶树这一极具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相匹配的区域文化品牌。这就

导致凌云白毫古茶树未能形成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品牌效应较弱。 

3.2.2. 茶树资源合理利用政策有限 
凌云白毫茶产业是凌云县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茶产业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进凌云县白毫茶产业的

转型升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推动茶产业的发展，凌云县政府颁布了《凌云县白毫茶产

业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政策，希望通过实施低改、创有机、提质量、树品牌、强宣传、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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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等措施，做大做强做优凌云白毫茶产业。但是，这一政策主要着眼于全县茶产业的发展。对于集“旅

游 + 茶产业”一体的茶山金字塔景区，在茶旅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如何有效利用茶树资源，推动茶旅融

合发展，尚缺乏相关的政策文件和法律依据。 

4. 茶树资源保护和开发困境的对策 

4.1. 保护对策 

由于茶山金字塔面临资源管理粗放、缺乏专业团队、采收不合理、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要想让茶

树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才能使茶树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4.1.1. 茶树资源管理专业化 
茶树资源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对茶树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利用当地种植户优势，

经过培训后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让了解茶树资源优势的种植户、村民组合形成专业团队，

有效地管理茶树资源。同时，也要联系专业的学校或专家，让他们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如要在茶树病

虫害造成巨大损失之前能及时应对，降低种植户们的损失 [9]。同时，在茶树资源集合区安排林业科技人

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及时解决茶农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 

4.1.2. 茶树资源采收合理化 
在茶叶采收中可以调整采收结构，拓宽采收人员渠道，利用相关保护政策吸引人才，扩大采收规模；

进行集中采收，对采收人员进行有效管理，合理利用采收资源；开展相关培训，提高采收人员业务水平，

让熟悉工作的采收人员分享经验。同时，更新采收技术，提高茶叶加工技术，升级设备，实行采茶机械

化作业，加快茶叶采收效率，这样集约化的生产才能使利用效率最大化。 

4.1.3. 茶树资源保护常态化 
一是通过广告、参展、会议、电视等多种传播方式对当地居民进行茶树知识的科普，把古茶树资源

和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起来，让其了解古茶树资源的优越性及保护价值，动员当地居民承担起保护古茶树

的责任和义务，提高他们保护茶树的意识。同时，在景区内显著位置摆放宣传牌、警示栏等，以此来扩

大茶树资源保护的影响力。二是政府要加强资金投入，通过政府扶持，积极吸引企业进行投资，并从多

个方面争取资金，并利用这些资金对茶树资源进行专项管护 [7]。把对茶树资源的保护纳入到政府的发展

规划中，将茶树资源的保护落到实处。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加大对茶树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的经费

投入，并由专人专项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还要完善茶树资源保护的基础设施，使

管理人员能够更高效、快速地管理茶树资源。三是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将责任主体落实到个人身上，为茶树资源的科学保护提供有效的政策依据，严厉打

击破坏茶树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4.2. 开发对策 

由前所述的困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茶山金字塔缺乏创新因素，人才引进困难，管理方面存在相应的

障碍，所以造成整个景区茶树资源开发受到了限制。要解决这些困境，可以尝试做出以下调整： 

4.2.1. 提高茶产业的利用率 
在资源利用方面，要充分利用、开发茶树价值，通过景区建设带来观赏性、参与性的经济收入；再

通过种植户采摘茶叶进行销售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帮助茶农脱贫致富，打造出一系列相关产业。

同时尽量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培育新品种，开发新产品，打造优势品牌，充分开发茶树资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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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健康等方面的价值 [8]。磁瓦，大力宣传和推广茶树品牌，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参加各种相关展览会、

展销会等，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促进品牌不断创新发展，最大程度拓宽茶树利用

途径。 

4.2.2. 合理利用政策资源 
茶树资源开发要利用好有关政策条件，发展优势产业，不断提高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扩大市场份

额。要想使茶树产业获得经济效益，政府更要出台相关优势政策、完善市场管理制度等来保护产业的运

行发展。 

4.3. 预期效果和评价方法 

如能合理开发利用茶树资源，充分开发、利用茶树价值，将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提高经济效益，

将会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同时，茶树资源是区域社会较为重要的生态

资源，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合理开发利用茶树资源，不仅能够取得

经济效益，而且能够获得生态效益。 
对茶树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主要评价指标是茶产业的综合利用率、茶产业产值、生态环境保护程度

等。茶产业综合利用率主要体现在茶产业和茶文化生态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 1 + 1 > 2 的效能。茶产业

产值主要表现在茶叶亩产量、茶产品生产量与销售量、茶文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量等。生态环境保护程

度主要体现在茶树种植区域气候变化、水土流失程度等。 

5. 结语 

茶山金字塔茶树资源丰富，可以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实现经济的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但茶山金字塔

对茶树资源保护、开发存在问题不容忽视，如茶树资源保护方面存在茶园管理方式粗放、茶园生态环境

破坏、政策支持力度低的问题。因此，建设专业化管理队伍，实现茶树资源管理专业化；培育新型茶农，

实现茶叶采收合理化；做好日常宣传教育，实现茶树资源保护常态化。茶树资源开发方面存在产业融合

度低、茶产业生产链短、茶产业开发政策支持力度低的问题。由此，要不遗余力地助推茶产业和茶文化

生态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产业效能，提高茶产业和茶文化生态旅游产业的利用率；要创新茶产

品生产方式，延长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积极通过多种途径利用政策红利，提高茶产业政策支持力度。 
茶产业是凌云县的特色支柱产业，也是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茶资源更是凌云县茶产业发展的

一个有力的竞争优势。茶山金字塔作为凌云白毫茶产业示范区，只有将茶树资源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

才能充分发掘其价值优势，进而推动茶产业快速发展。而这些都需要充分激活地域资源，重视人才的培

育和管理，再加上政策的鼓励和支持，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示茶乡的魅力，形成较强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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