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洱金瓜贡茶

□ 本报记者 宋若铭 文/图

茶，自古以来便与中国人的生活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开门七

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便是茶。打

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书卷，从每一

页中都可以嗅到茶的清香。说到茶文

化，便不得不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被称

为“可以喝的古董”。很少有饮料或食

品具备普洱茶这种“可饮、可藏”的双重

特性。普洱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

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据记

载，普洱茶作为贡茶的一种，从雍正年

间开始一直到清王朝灭亡，岁岁入贡，

普洱贡茶的制作技艺被国务院及文化

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古普洱府）

是茶马古道的出发地，普洱茶的故

乡。在云南省普洱市困鹿山下有一位

60多岁的彝族老人，执着地守着母亲

留下的百亩古茶园，不借助任何机器，

固执地依照古法做着他的普洱茶，他

追求手艺进步，不因金钱和时间的制

约改变自己的意志或做出妥协，只做

自己能够认可的工作；他极度注重细

节，追求完美和极致，只为做出打动人

心的一流产品。这位老人就是普洱茶

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普洱贡茶的传

人、普洱茶制作云南首席技师、大国茶

匠李兴昌。

作为中国当代杰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李兴昌一直坚信并致力于

不断改良制作技术和工艺，提升普洱

贡茶的品质和品味，使普洱茶在历经

岁月的沉淀中，实现茶与文化的完美

交融。李兴昌还被特聘为中华非物质

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普洱茶制作技艺

首席顾问，并担任中国国际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茶叶行业副理事长。

传承 家传手艺世代相传

“一座山、一片茶、一辈子”是这位

已经 60 多岁的彝族老人的真实写

照。李兴昌家世代都是普洱贡茶的制

作人，这个古法技艺到他这儿已经是

第八代传人了。李兴昌当过农民，做

过教师，而现在的身份则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

传承人。说起他与普洱贡茶的故事，

要追溯到他的儿时。李兴昌祖上就

是普洱贡茶的制作人，这一技艺传承

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我的母

亲说，清朝时普洱贡茶连年上贡，每

到春季采茶季节来临，朝廷都会派军

队把守出山的各个关口，不让一片茶

叶流出山寨。之所以把它看得那么

贵重，除了其数量稀少、原料珍贵外，

还因为这些贡茶的加工程序特别繁

复。”李兴昌说，即使现在的工艺有所

改变，但从茶园管理、新叶采摘直到晾

晒、包装仍需要很多工序，比如，炒茶

时通常要在铁锅烧热到相应温度时，

才能下锅炒制。

上世纪80年代，普洱茶市场十分低

迷。“当时花一两元钱就能买到1公斤普

洱茶，而清末民初的时候，一两银子也

买不到一两好普洱茶。”1987年，李

兴昌的母亲力排众议买下了困鹿山上

百亩古茶园的经营权，并叮嘱儿子要

管好自家茶园，世代相传的做茶手艺

不能荒废。从此，李兴昌作为第八代

传人挑起了传承普洱贡茶工艺的重

担，而这片古茶园也成了李兴昌后来

传承和弘扬普洱贡茶传统工艺的物质

保障。30年来，当初凋落不堪的古茶

园在李兴昌的精心守护中重获新生。

“这个茶园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里面

几乎全是古茶树，树龄几百年的很

多。”据史料记载，进贡给皇宫的普洱

贡茶，大多采自困鹿山古茶园，因困鹿

山茶滋味浓酽香甜相互包容、生津显

著，作为贡茶后，名震京师，驰名海

内。困鹿山古茶园山清水秀，林木葱

郁，宽宏村境内的困鹿山古茶园广泛

分布着1930多亩古茶树，平均树龄

在数百年以上，其中著名演员张国立

认养一棵古茶树树龄达 2000 年左

右，被誉为困鹿山古茶园内的“明星

古茶树”。李兴昌凭借家传的古法制

茶手艺和自家拥有的优质茶叶原料，

以手工加工普洱茶，执着地深耕在这

片古茶园。秉承母亲对普洱茶的传

统手工制作与执着精神，传承者李兴昌

三十余年矢志不渝地奔波于困鹿山

茶园每个角落，偌大的茶林，李兴昌

清晰地知道哪一个山头有几棵古茶

树。他执念于古法技艺，领悟关于传

统手工技艺的制作心得。他带着对

茶的热爱，陶醉于茶趣之水叶交融的

梦魂里，心无旁骛，专注于学茶、制

茶、品茶。

2004年，李兴昌创建了以普洱贡

茶工艺生产茶产品的“普洱困鹿山茶

场”后更名为“宁洱困鹿山贡技茶

场”。数年间，李兴昌带着自己的茶品

多次参加国内国际行业博览会，获多

项金奖，银奖和特等金奖。2006年困

鹿山古茶园被社会公认为“皇家古茶

园”。随后，2004年云南省有关部门

组成了考察团对古茶园进行了实地

考察，“考察团还特别访问了我母亲，

当时她已年逾九十，但老人家记忆力

还特别好，对普洱茶的历史、产品、制

作程序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李兴昌

说，当时母亲还特别提到了金瓜贡茶

的制作方法，后来考察团回去后与现

在存放在故宫的金瓜贡茶进行了比

对。发现无论从形状、大小还是重量

来看，几乎和母亲描述的一模一样。

当时专家们都非常震惊，普洱金瓜贡

茶，始于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因为

自清朝皇室解体后，普洱贡茶的制作也

随之终止，其制作方法也销声匿迹，“这

绝对不是巧合”，这就是古法技艺的神

奇魅力。李兴昌说，“这是因为手工制

作更像是因材施工，比如在杀青环

节，我们会依据锅里茶叶的多少和

老嫩程度决定翻炒时的快慢和抛撒

的高度，这是机器炒制不能代替的。”

按照家传，古法贡茶采摘制作都

极为讲究，加工程序更是特别繁复，总

计有72道工序，36天的周期。而每一

道手工制作的工序，都必须用心揣摸，

比如杀青环节就必须据锅中叶子的多

少老嫩程度来决定火候、翻炒的快慢和

抛撒的高度等等。李兴昌根据古法制

作的茶饼拿起来可以吹得透气，摔在地

上却不散。这门历经百年传承下来的

手艺，之所以能进入国家非物质保护遗

产的名录，是和其世代传人的敬业精神

和对其每道工序的精益求精分不开

的。2008年，以李兴昌家族传承的普

洱茶制作技艺为主要申报材料的“普洱

茶·贡茶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随之李兴昌也被

认定为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3年，李兴昌成立普洱皇家贡

技茶业有限公司，公司主要有茶叶种

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文物

保护，茶文化相关资料收集宣传、推

广，组织茶文化交流，中草药种植，农

副产品种植等业务。其研制的“皇家

贡技”系列普洱茶产品，备受海内外普

洱茶爱好者青睐，产品在国际和国内

行业博览会名优茶竞赛中屡获殊荣。

作为普洱市名山普洱山首批创始诚信

联盟企业，普洱皇家贡技茶业有限公

司本着原料是根本、技术是关键的制

茶理念，以品质为核心，信誉为本，努

力做好茶叶源头，以用心做茶、做好

茶、见物便见心的宗旨，实现了既保持

传统制作技艺又符合国家食品生产卫

生标准的普洱贡茶制作技艺系统生产

流程，为普洱茶文化发展与传承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延续 古法技艺薪火传承

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传承不只是

在书本和教室里，更在百姓市井里。为

了传承发展，让人饮茶品文化，多年来，

年逾六旬的李兴昌带着制茶工具，四处

奔波，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非遗”宣传

活动，向世人宣传、推广普洱贡茶制作

技艺，传播普洱茶悠久的历史文化。“我

辛苦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普洱贡茶的制

作技艺必须本真、完整地传承下去，这

是祖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丢不得。”

李兴昌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作

为普洱贡茶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

人，他创办了“普洱茶制作传习所”，

融汇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能，在不断传

承古老非遗技艺的同时，打造绿色、

健康、安全的普洱贡茶。令他欣慰的

是，他的儿子李明泽也在努力学习这

门古法制作祖传技艺，2014年已被认

定为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普洱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已拿到国家高级

品茶师、茶艺师资格证书。

30余年，也许很漫长，但李兴昌

的历程中却十分精简，一心一意，专注

于茶。在家族的传承中，从不缺乏历

史和荣耀，从当年披荆斩棘到兴办茶

园至今，李兴昌默默坚守在制茶基地，

经历了普洱茶的发展，继承了古法制

茶的技艺，成就了普洱茶·贡茶制作技

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荣耀。他所

研制的普洱皇家贡技系列茶产品，备

受国内外茶品爱好者的青睐，产品在

国内国际行业博览会名优茶竞赛中屡

获殊荣。其代表性作品“金瓜贡茶”荣

获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金

奖，在参加国际国内组织的各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联展活动

中，产品多次荣获行业品牌金奖、银

奖等大奖。2018 年 12 月普洱皇家

贡技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皇家贡技

普洱茶作为中国普洱茶行业的标志

品牌，入选“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

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活动，

亮相“世界第一大屏幕”——纽约时

代广场纳斯克大屏幕，代表中国民

族品牌，向世界展现中国企业的形

象。李兴昌所带学员荣获国家级制

茶大赛奖的有 5 名；省级制茶大赛

奖的有 3 名；市级手工制茶大赛奖

的有 1 名；被认定为普洱工匠的有

9 名，取得国家级高级评茶员资质

的有 5 名，国家级高级茶艺师资质

的有 4 名，国家级中级茶艺师资质

的有7名。

时至今日，困鹿山古茶园已是名

闻遐迩，声震业界。其茶以香气正、回

甘好、生津快，茶、水、香兼容一体称誉

普洱茶界。30多年来，一份挚爱，倾

注全部情怀，在茶之国，不觉中已铸就

了难得之巨匠。这位执着追求古法

技艺制茶的老人，拿着自己的茶骄傲

地说，“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特殊的

物种，普洱茶茶树生长在云南这个特

殊的立体气候环境中，各个茶区的古

茶树虽然树龄相同、相近，经纬度相

同，海拔高度相同，坡面朝向、光照、

气温、空气、土质水分大致相同，但是

地质结构因素和周围山脉走向，形成

的风向，风速等因素造就了各个茶

区、山系、山头的普洱茶内含物质的

差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口感。这些

各具特色的内含物质成分滋味特征，

恰好珠联璧合地满足了不同茶品爱

好者的口感嗜好。他得出了一个品

茶真理：茶无极品，适者为佳。在绿

色、生态、健康，卫生的前提条件下，

对于茶品爱好者而言，好喝、才是好

茶。欢迎各位到普洱茶乡皇家贡茶

园体验皇帝才能享受的生活。”

好喝、才是好茶。朴素的语言说

着不变的真理，我们祝愿这位执着的

老人带着他的古茶园，越来越好。

山 乡 热 土 种 茶 人
——记当代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普洱茶制作云南首席技师李兴昌

李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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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建华

山西沁源县兴茂煤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茂煤化）隶属于山西通洲

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12

月建厂。2005年，该公司通过北京中

安质环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

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1年，公

司通过长治市本质安全企业审核；

2012年，公司通过山西省首家三级安

全标准化审核；2017年，公司取得了全

国焦化行业首张排污许可证。近年

来，公司在安全与环保管理上都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省、市、县各级

管理部门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同行企

业学习、观摩的榜样。

兴茂煤化现有71万吨焦化项目及

配套焦油、硫铵、洗脱苯配套化产品回

收项目，2006年建成投产伊始，各项

环保设施，比如原料车间备煤布袋除

尘器；炼焦车间装煤消烟除尘车、推

焦地面除尘站、筛焦除尘器、上升管

桥管水封装置、熄焦塔折流板、自动

点火装置；净化车间硫铵水浴除尘器

及回收车间60m3/h A2O2生化污水

处理装置等已全部按照环评要求同时

投入生产和使用。2007年，依环保部

门要求安装了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2011年，安装了污水处理在线监测系

统；2016年，推焦地面除尘站在线监

测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进行数据实

时上传。

据介绍，2010年，为进一步治理废

水污染物的排放，该公司投资700万

元建设了二期35m3/h A2O2生化污

水处理装置、投资 270 万元建设了

20m3/h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及40m3/h

循环水处理装置。2014年，随着新环

保法的出台，对大气污染物中 SO2、

NOX、颗粒物等污染因子作出了新的

排放标准，公司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通

过多次外出参观考察。该公司于2016

年投资1200万元建设了半干法烟气

脱硫装置，并于2017年6月通过市级

环保部门验收投入使用。同年为了更

好地治理环境减少污染排放，先后投

资950万元建设了全封闭精煤大棚、

投资120万元建设了装煤炉门布袋除

尘器、投资30万元安装了焦侧集烟装

置及焦粉淋溶池抑尘网、投资5万元建

设了焦台集烟罩、投资10万元建设了

VOCs净化处理装置、投资5万元建设

了洗车平台装置。

2018年，受京津冀及周边重点地

区“2+26”城市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投

资1180万元建设了烟气脱硝装置、投

资300万元建设了熄焦废水处理装置

及投资860元对原烟气脱硫装置进行

了提标改造项目。

为了充分提高环境管理效能，改

善环境质量，该公司不仅在硬件上投

入了大量的资金，还从管理上开展精

细化管理，层层抓管理、层层抓落实，

一级对一级层层签订了环保目标责任

书，明确了目标细化了责任，同时要求

各部门加强环保设备的日常维护保

养，利用检修时间及时开展设备预检

预修工作，保证环保设施故障不过夜，

正常运行率达100%。

环保治理工作任重道远，该公司

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生态兴则

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对生产

前、生产中、生产后的污染物进行全

方位、全角度的预防、治理，最大限度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加强自律

意识，视环保为企业生命，做诚信守法

企业。

□ 本报记者 曾 华

在贵州省探索提出的“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中，

农民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更

是产业革命最直接的受益者。为

进一步提升农民综合素质，促进

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贵州大方县

利用“五个平台”引领，发挥了越

来越大的作用。

党建引领平台定方向。强化基

层党建，“村社一体”合作社覆盖全

部行政村，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

建立党总支114个、党支部291个、

党小组 894 个。加强非公企业党

建，引导非公企业聚焦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既追求经济效益，又兼顾社

会效应。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

76.81%，34家农业龙头企业党组织

覆盖率达87.5%。

沟通服务平台促长效。实行县

级领导跟踪服务企业制度，2019年

上半年为企业解决事项46件。“一

站受理、全程代办、服务到底”代办

服务机制为企业、合作社、农户代办

事项740件，满意率达100%。大力

加强“大方县10万农民技能培训”

工作，共开展培训618期，培训农业

实用人才50,974人次；推动职校与

农业园区、龙头企业联合互动，通过

“订单培养”“校企共建”等方式为农

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共开展培训107期，培训专

业技术人才6356人次。

政策扶持平台促发展。出台

《大方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

政奖补办法》，安排专项经费，对获

得国家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获

得“贵州名牌产品”“贵州省著名商

标”的经营主体，获得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

产品的企业，根据层级的高低，给予

8万元~20万元不等的资金奖励。

推出13个政策性农险，深化“保险

扶贫示范县”改革试点建设，率先在

全省实现农户在“家门口”理赔。今

年以来共理赔1184.01万元，切实发

挥了产业扶贫“稳定器”作用。

产销对接平台稳增长。按照

“3+2+N”思路，即天麻、辣椒、大豆

三大优势产业，猕猴桃、优质肉牛两

大特色产业，茶叶、刺梨、经果林、蔬

菜等其他产业，因地制宜选准产业，

2019年调减籽粒玉米等传统作物种

植面积14.5万亩。用好“对口市场”

“内销市场”、电商“三个市场”，建立

大方特色农产品直销窗口45家，年

销售额达3000余万元；大力开展农

校、农企、农超对接，今年以来农校

对接采购金额达2000万元，惠及贫

困农户4.02万人；出台电商销售农

特产品奖补激励机制，共有6家电子

商务平台开展农产品销售，年销售

额达2500万元。

利益共享平台惠民生。出台

《大方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

结机制工作方案》，通过股份合作联

结、订单合同联结、服务协作联结、

流转聘用联结等方式，将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串联成“命运共同

体”。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34

家，47家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进

行联结发展，发展社员 40,744 户

110,053 人，带动农户 53,776 户

204,349人。

贵州大方县“五个平台”助推“三农”发展山西沁源县兴茂煤化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治理显成效

加大减排投入 落实环保责任 地方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