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与昌吉，一东一西，在茶香中
跨越万里相逢。

自1999年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
一片茶叶便成了两地情谊的纽带，悠悠
茶香萦绕在闽疆之间，绵延了26载。

6月13日，2025年“福茶天山行”推
介会在昌吉迎宾馆启幕，闽疆两地领
导、茶企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品

“福茶”醇厚，共商产业新篇，见证茶文
化与经济融合。

茶，早已超越饮品范畴，化作镌刻
着“闽疆同源”的文化密码。26年岁月沉
淀，让这份茶缘酿成文明佳酿，在“一带
一路”的历史长卷中，续写“茶香所至即
吾乡”的当代传奇。

茶香为媒 对话文化

昌吉迎宾馆二期会议中心，微风轻
拂窗棂，紫砂壶中蒸腾的茶香与暖场视
频交织。

电子大屏上，福建茶山云雾缭绕，
天山驼队悠然前行，跨越 4800 公里的
文化对话在此展开。展台上，状元魁、大
红袍、铁观音等“福茶”次第陈列，琥珀
色茶汤流转间，千年茶韵焕发新生。

“我们以茶为媒，举办品鉴会、‘非
遗’展示、茶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就是
要让福建的茶香飘进天山，让新疆的茶
故事传向四海，推动两地茶产业互利共
赢，让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
光彩。”昌吉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玉星致辞道出活动深意。

此刻，距离昌吉市200多公里的奇
台·福州茶馆内，茶艺师正用盖碗冲泡
福州茉莉花茶，“非遗”技艺行云流水。
展柜里，福建佛跳墙、鱼丸与奇台面粉、
蜂蜜并肩陈列。

恰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陈道清在推介会所说：“两地携
手共进，既是对‘丝路同源’精神的当代
诠释，更是新时代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
实践。”

茶香继续蔓延至玛纳斯县第一中
学闽玛茶文化社团。“2023年开课时，社
团只有20名孩子，现在参加社团的学生
已近百人。”援疆教师孔国友说。

推荐会现场，古筝琴弦轻颤，悠扬
旋律中，茶艺师演示三明美人茶的“三
贵”冲泡法，与闽玛社团学生的练习隔
空呼应。

“‘福茶天山行’是一次跨越千山万
水的茶香之旅，更是一场意义非凡的产
业交流与民族交融的盛会，让东南沿海
的茶香与西北边陲的热情相遇，续写两
地跨越山海的茶缘佳话。”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会长、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王庆的评价，让现场气氛愈
发热烈。

古筝余韵未散尽，来自昌吉市阿什
里乡的“泉昌情·达尔汗”乐队已抱着冬
不拉走上舞台。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们
边弹边唱，歌声唱响闽昌情谊。

会场之外，昌吉市阿什里乡天鹅小
镇民俗非遗展馆，闽南功夫茶具与牧区
雕花奶茶碗相映成趣，泉州刻纸花灯与

新疆雄鹰标本并肩陈列，演绎“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

茶，已成为文化对话的媒介。福建
日报社（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社长吴
孝武将茶喻为“待客之道的高尚礼仪，
邻里和睦的温馨纽带，商贾诚信的无声
契约，以及福建人‘爱拼会赢’精神的宁
静表达”，这片闽茶正沿着“一带一路”
远播四海。

文化浸润 茶韵绵长

推介会现场，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
学院院长郭玉琼的演讲引人入胜。她
以“多彩福茶——丝路飘香越千载，闽
疆情暖润天山”为题，向新疆的茶人讲
述福建茶的故事。

郭玉琼提到，此前哈萨克族女同胞
赴榕城学习茉莉花茶制作，正是闽昌文
化交流的生动注脚。她希望借此将茶产
业交流常态化，通过茶文化驿站等载
体，让两地茶香永续交融。

这番愿景，在会场外的“茶润天山”
茶文化交流活动已现萌芽。在福建援疆
南平分指挥部的支持下，木垒县已举办
4期茶文化交流活动。

如今，在木垒县双湾村、叶勒森沙
漠、李健工作室等地，都能看到具有南
平特色的茶竹空间“养心茶室”，各族群
众围坐品茗，茶香氤氲中，不同文化悄
然交融，恰似郭玉琼所言，茶正成为跨
越地域的情感纽带。

当郭玉琼畅谈文化交融时，福建农
林大学教授孙威江则深入剖析了福建
茶的产业优势。他从历史底蕴、生态环
境、政策支持等维度展开，强调福建茶
企数量全国领先，多元茶类科研与庞大
营销群体，闽茶香飘世界。

首次到访昌吉，孙威江并不感到陌
生，他感慨地说：“26年援疆历程，让铁观

音、大红袍融入当地生活，这种双向的文
化渗透，正成为茶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孙威江的论断，在泉州援疆带来的
“丝路同源·山海交响”茶文化主题情景
剧《铁观音》中得到了艺术诠释。该剧融
合高甲戏、南音等“非遗”元素，在昌吉
州演出时座无虚席。

舞台上，舞蹈《礼·茶》演绎茶道精
神，高甲小戏讲述茶叶传奇，将福建茶
乡风情生动呈现，印证着茶产业与文化
传播的深度关联。

而“援疆茶”的诞生，更是闽疆产业
融合的鲜活例证。三明援疆农技团队将
新疆植物资源与福建制茶工艺结合，开
发枸杞叶代用茶、沙棘叶白茶等10个系
列产品，不仅荣获新疆创业创新大赛奖
项，还打开了长三角市场。这一成果，既
是孙威江所述产业优势的延伸，也为两
地合作搭建起新的桥梁。

从专家学者的深度分享，到文化活
动的落地生根，再到产业创新的蓬勃发
展，茶香化作纽带，在闽疆之间铺就文
化浸润之路。26 载茶缘，见证的不仅是
茶香的传递，更是两地人民心灵相通、
携手共进的美好篇章。

闽昌携手 茶缘永续

“让我们共同见证闽疆茶企合作、文
旅研学项目签约的精彩时刻！”随着主持
人的邀请，5对闽疆企业代表走上推介会
签约台。合作双方依次落笔，现场掌声雷
动——这不仅是商业契约的签署，更是
闽疆两地以茶为媒的情感见证。

“这是我第一次带大田美人茶来新
疆。”福建省江山美人茶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鹏春难掩激动，“今天成功签约，我
们要把福建高山茶的‘三贵’特质——生
态贵、姿色贵、品位贵，带给新疆茶友。”

新疆叶尔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荣接过话茬：“新疆人‘宁可三日
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我们不仅要让美
人茶摆上百姓茶桌，更要把福建茶艺课
搬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在茶汤里品出

‘一碗茶汤润天山’的真情。”
签约台另一侧，新疆飞马智游旅行

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冯国朴与和平百茶
（福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和
平正在勾勒“双向茶旅走廊”的蓝图。

“我们已精选 3 条安溪茶文化研学
线路，计划每年组织 20 期新疆游客赴
闽，在铁观音非遗工坊体验摇青炒青；
同时邀请福建茶友来天山牧场，参与

‘马背煮雪茶’的豪情盛宴。”冯国朴说。
陈和平在一旁补充道：“借泉州援

疆26年的根基，我们将通过福建电商网
络，让新疆沙棘叶茶、枸杞叶茶搭上数
字快车，让茶香成为两地产业互嵌的

‘云端桥梁’。”
“我们主办‘福茶天山行’活动，核

心就是搭建一座桥梁——一座以茶为
媒、促进闽疆两地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
连心桥。”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
记、主任李今朝希望：“昌吉乃至新疆的
各族同胞，不仅能品味到闽茶的芬芳，
更能感受到中华茶文化的独特魅力。愿
这缕闽茶香透天山南北，浸润百姓心
田；更愿茶缘化情缘，让闽疆合作结出
更多硕果，两地情谊似雪水泡茶——历
久弥新，醇厚绵长！”

在茶香袅袅中，闽疆两地的茶文化
交流与合作正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从最
初的相遇，到文化的浸润，再到携手共创
未来，茶，成为连接闽疆两地人民情感的
纽带，也为两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信在未来，这杯跨越山海的香
茗，终将让茶缘永续，化作两地人民心
手相牵的永恒见证。茶香所至之处，正
是中华儿女心手相牵的永恒故乡。

福建漳州、南平与新疆木垒，因援
疆而结缘。

当武夷岩茶的清冽邂逅新疆奶茶
的醇厚，当闽南茶道的雅致融入木垒牧
歌的豪迈，一场跨越万里的润心之旅，
正以茶香为纽带，在新疆木垒这片养心
之地悄然铺展。

前不久，木垒县“闽疆同心·共话情
谊”茶文化交流培训暨“民族团结一家
亲·我邀亲戚品香茗”活动在木垒县青
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举行。福建援疆漳
州、南平分指挥部专门邀请了两位福建
高级茶艺师，以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
为例，演示经典冲泡手法，从茶叶分类、
水温控制、茶席布置等方面，详细讲解
茶文化的精髓。

活动中，闽昌两地的茶文化爱好者
以茶为媒、以茶会友，在茶艺展示、茶道
讲座、互动体验中，沉浸式感受“茶中有
礼、礼中带情”的东方美学。在茶香四
溢、欢声笑语的环境中，千年茶文化化
作民族团结的“润心剂”，在木垒大地上
铺展成一幅文化互鉴的生动画卷。

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学员巴哈尔古
丽说：“在这次活动中，我不仅系统学习
了茶艺技法，更在沏茶、奉茶的过程中，
感受到各民族学员之间心与心的贴近。
今后，我会像呵护茶芽般珍惜这份跨越

山海的民族团结情。”
当闽地茶艺邂逅木垒风光，一杯清

茶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纽带。从茶艺传
承到情感交融，福建援疆正以茶香为
墨，在丝路古道上书写“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章。

近年来，福建援疆漳州、南平分指
挥部先后打造“雨润胡杨”“茶润天山”
文化润疆活动品牌，以茶为媒、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以文润心，推进各民族文
化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让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茶香般浸润人心。

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邀请漳州茶
艺师赴木垒县开展“同饮天山水 共品闽
茶香”茶文化展示交流活动，组织木垒县
当地干部群众赴漳州参加茶艺进修班，
并积极开展各类“非遗”展演交流活动，
推动闽昌两地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木垒县直部门的机关大楼里，英格
堡乡月亮地村民宿客栈里，大南沟乌孜
别克族乡文化大院里，都留下了福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漳州茶
厂厂长林燕腾和高级茶艺师李锐推动
茶文化进机关、进乡村的忙碌身影，伴
随着他们的脚步，漳州名茶“流香”“一
枝春”也走进当地干部与农牧民家中。

漳州科技学院的课堂上，来自木垒
县的 12 名学员系统学习了茶艺的基础
技法和审美意境，了解了茶道四谛“和、
静、怡、真”的哲学内涵，以及中国茶德

“廉、美、和、敬”的文化精髓，在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中感受中华茶文化的深厚
底蕴。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娃娃
抓起。”参加此次进修班的木垒县幼儿
园教师张慧娟感慨，“回到木垒县后，我
计划在幼儿园开设特色茶艺课堂，切实
践行‘以茶明礼、以茶育人’的教育理
念，让孩子们在启蒙阶段就能感知中国
茶文化的魅力，在沏茶、奉茶的仪式中
培养礼仪素养，在茶香氤氲的氛围里厚
植文化认同。”

为推动茶文化在木垒县落地生根，
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其深厚底蕴与独
特魅力，在福建援疆南平分指挥部的支
持下，木垒县累计举办了 4 期“茶润天
山”茶文化交流活动，累计培训超 500
人，并以此为契机，定期开展茶艺培训
课程，让越来越多的木垒人领略千年茶
韵的独特风情。“通过培训班系统的茶
文化讲解与泡茶技艺教学，我不仅体验
了泡茶的完整流程，也感受到了茶文化
的博大精深。”木垒县首期“茶润天山”
茶艺交流培训班学员顾文婷说。

福建援疆南平分指挥部持续在创
新茶文化载体上做好文章，先后在木垒
县照壁山乡双湾村、东城镇沈家沟村、
叶勒森沙漠公园等地打造了多个茶竹
空间“养心茶室”，以武夷山和天山为背
景，制作茶饼，并推出了“养心的茶”等
文化创意产品。

在天山脚下这片养心之地，缕缕茶
香飘散四方，中华茶文化如春雨般悄无
声息地滋润着木垒县各族群众的心灵，
浇灌出民族团结、携手奋进的绚丽花
朵。闽昌两地勠力同心，以持之以恒的
决心，将这场润心之旅不断延续，茶文
化也将走进校园、乡镇、社区、农村，化
作滋养各族人民精神世界的汩汩清泉，
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

本报讯 记者王薇、陈小清报
道：当巍峨的天山雪峰化作天然茶
盏，当武夷千年茶香浸润西北草原，
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事于 6 月 15
日在木垒县马圈湾风景区启幕。

作为“丝路同源 山海交响”2025
年“福茶天山行”系列活动的核心篇
章，木垒“天空之境”茶文化交融主题
活动以“茶艺+美食+风光+人文”的立
体化设计为亮点，巧妙依托木垒马圈
湾景区松海亭玻璃栈道的悬空景致、
全疆首条音乐公路的特色，以及天山
雪域草原的壮美风光，将传统茶道美
学嵌入自然景观。

活动现场，天山雪峰在阳光下折
射出银辉，广袤草原如绿色丝缎般铺
展，各色野花随风摇曳，与茶香、琴音
共同构成沉浸式文化画卷。随着古琴
声悠扬响起，武夷茶艺“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林凌现场解读茶道精髓，茶艺
师以行云流水般的十八道工序展呈
茶艺——指尖流转间，武夷岩茶的馥
郁茶香与草原青草的气息在清风中
交织，让嘉宾沉醉于茶香茶韵之中。

茶产业合作分享环节成为活动
焦点，福建茶企代表讲述闽疆合作历
程，展现传统茶产业与科技、电商平
台的创新融合模式。现场观众与企业

代表的热烈互动，为茶产业数字化转
型与跨区域合作勾勒出多元可能。

“三盏献礼”环节将活动推向高潮，福
建省平和白芽奇兰茶协会茶艺师张
鸿茗以庄重茶礼，向天山、闽木情谊
与亲长致礼。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呈现的
“茶味烤全羊”令人耳目一新。主办方
以茶叶腌制新疆特色烤全羊，在开羊
仪式中融合闽疆饮食文化，让宾客在
茶香与肉香的交织中感受地域美食
的创新碰撞。

“‘福茶天山行’系列活动走进木
垒，是闽木两地文化交流的又一次盛
会，也是文化润疆工程的生动实践。
它不仅为我们带来了福建的茶香雅
韵，更搭建起了两地沟通交流的桥
梁，对于增进两地人民的了解与友
谊，促进文化融合、产业合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木垒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周振宇表示。

据悉，本次活动由福建日报社（报
业集团）、昌吉州融媒体中心主办，吸
引了来自闽疆两地的茶企负责人、行
业专家学者及游客等百余人参与。活
动期间，嘉宾还体验了全疆首条、中国
第四条音乐公路的独特魅力，为这场
文化之旅增添别样趣味。

6月13日，“丝路同源 山海交响”2025年“福茶天山行”系列活动在昌吉迎宾馆启动。活动现场，嘉宾在茶企展区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茶香所至即吾乡
——从“福茶天山行”推介会看26载闽疆茶缘

□本报记者 王薇 陈小清

在养心之地，捧一缕茗香
□本报记者 刘辉 陈小清

本报讯 实习记者耿雅薇报道：
6月15日，“闽疆茶韵·葡香玉润”玛纳
斯茶酒文化品鉴之旅在玛纳斯天山
北麓葡萄酒博览园举行。

本次活动由福建日报社（报业集
团）、昌吉州融媒体中心主办，福建援
疆三明分指挥部支持，玛纳斯县委宣
传部承办。活动聚焦茶文化推介与产
业协作，旨在深化闽疆两地在茶产业
领域的交流合作。

福建省三明市海峡茶业交流协
会会长刘万年，福建省三明市海峡茶
业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叶林
生，以及福建省三明市茶企代表、玛
纳斯县企业代表共同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福建省三明市海峡茶
业交流协会副秘书长郑舒琦与国家
一级茶艺技师廖丽晖共同演绎三明
茶艺，以格莱雪冰川水冲泡大田美人
茶，呈现闽疆“好水配好茶”的特色融
合。新疆玛禾生态农庄有限责任公
司、福建省苏福茶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代表现场推介茶品，展现两地对茶文

化的创新探索。
在现场签约环节，福建省江山美

人茶业有限公司、福建省苏福茶业有
限公司、福建省尤溪县光兴茶业有限
公司等6家企业与新疆玛禾生态农庄
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玛纳斯县本土企
业签订协议，推动“福茶”扎根新疆市
场，促进两地茶产业协同发展。

在交流环节，廖丽晖现场创新调
配，将尼雅红葡萄酒注入大田美人茶
中，邀请与会者品鉴葡萄酒香与茶韵
交融的独特口感。“这是一种创新的尝
试，红葡萄酒的甘醇与美人茶的清幽
结合，让口感更丰富，就像我们两地的
文化交融在一起一样。”廖丽晖说。

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副指挥
长宋立平表示，从福建三明茶园到新
疆昌吉市、玛纳斯县、石河子市等茶
席，茶作为纽带连接着闽疆情谊。下
一步，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将继续
开展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交流活动，让

“福茶”文化扎根新疆沃土，也让玛纳
斯县的茶香与酒香飘得更远。

“福茶”邂逅葡萄酒

玛纳斯茶酒文化品鉴之旅启动

雪峰作盏云作茶

木垒“天空之境”茶文化交融活动举行

6月15日，“闽疆茶韵·葡香玉润”玛纳斯茶酒文化品鉴之旅在玛纳斯县举
行。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品鉴福建美人茶。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6月15日，木垒“天空之境”茶文化交融主题活动现场，福建南平市的茶艺师
展示武夷茶艺。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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