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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人民政府市长崃荣凯

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山海资源，悠久的产茶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宁德

独特的传统支柱产业——茶业。宁德产茶始于晋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名茶

“坦洋工夫”、“白琳工夫’’、“白毫银针”、“天山绿茶’’闻名海内外。宁德市现有茶园面积

4．73万公顷，茶叶产量4．58万吨，占福建省三分之一强，位居全国设区市之首。宁德茶

叶的兴衰关系到全市千家万户民众的生计，也关系着全省乃至全国茶叶产业的发展。

为了总结过去，研究现状，推动发展，宁德市茶业协会团结广大茶业工作者，广泛搜集古

今资料，精心组织写作班子，四度春秋，四易其稿，终于纂就《宁德茶业志》。借此机会，

向编委会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市茶业工作者致以亲切的慰问!

《宁德茶业志》在编纂过程中遵循唯物史观，详今略古，据事直书，全面系统科学地

记载了宁德茶业发展历史。选材注重翔实，稽考务求存真，体例力臻完备，文字刻意求

精，体现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全书内容丰富，史料齐全，堪为茶业一方专史。一书

在手，尽知千年茶情。它第一次将宁德市茶叶产、供、销、科、教、文等全面地呈现在世人

面前，将为茶叶生产者、工作者、研究者提供宝贵的信息、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年轻一代

了解茶史、扩大知识领域、开阔视野提供很好的教材，也必将对宁德茶业的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

值此《宁德茶业志》出版之际，谨向所有为编纂出版《宁德茶业志》作出贡献的人们

表示深深的谢意!并借此寄意全市茶业工作者继续同心同德，为振兴宁德茶业、发展宁

德经济而不懈努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宁德市副市长乏蓁遗
《宁德茶业志》经编纂人员数载辛勤笔耕，四易其稿，终于付梓，值得庆贺!这是宁

德茶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宁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编纂组要我为

《宁德茶业志》作序，我欣然应允，也借此为《宁德茶业志》的问世表示祝贺。

《宁德茶业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翔实地记载了宁德茶业的发

展历史与现状，真实地反映了宁德茶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运用先进科技，恢复

与发展茶叶生产、改造旧茶园、建设新茶区的光辉历程。它是宁德茶业第一部具有科学

性、知识性、实用性、权威性和地方特色与时代特点的新专志。它的出版，将在“资政、存

史、教育”方面起积极作用，对新一代了解过去、借鉴历史、认识当代、激励向上、掌握规

律、扬长避短、启迪后人、开拓未来，对促进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繁荣茶区经济和弘扬

茶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宁德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晋代，有1700年历史。现代，茶是宁德山区的主要经济

作物，也是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茶业更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宁德现有茶园

面积4．90万公顷，茶叶产量4．70万吨，两者均位居全国地、市级之首，占全省三分之一

强，宁德茶叶生产的健康发展关系全省乃至全国。《宁德茶业志》全面地记述了宁德市

发展茶叶生产的经验教训和技术成果，为基层掌握情况，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由于宁德发展茶业的历史跨度长，且州、府建制历史较短，长期隶属福州府、建宁

府，县级对产茶的历史资料缺少记载，有的资料不全，给编纂茶业志带来较大困难，它难

免存在差错与遗漏，但仍不失为宁德茶业发展历史上的一部专志。相信，《宁德茶业志》

将为宁德茶区人民在建设美好幸福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序 三

福建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卉奔氓朦f习

《宁德茶业志》与读者见面了，作为曾经长期在宁德工作过的我，感到特别亲切与高

兴。借此机会，谨致以热烈祝贺!

统览全书，该志全面介绍了宁德茶业的古今面貌、基本概况、茶业成就、科技发展、

茶文化等，观点鲜明、体例清楚、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有较高的科技文化含量，它所蕴含

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深远的。 一／，
+一

．， J‘，-’。1 i

宁德市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是目前全国设区市中茶园面积、茶叶产量、产值

最大的市。这里是独特瑰丽的古老的产茶宝地。宁德产茶历史悠久，早于晋代就产茶，

茶树品种资源富饶，茶类丰富，名优茶多，茶叶产品遍布海内外，驰名中外。在茶业漫长

的发展过程中，宁德茶业界涌现许多杰出的人物和感人的事迹。新世纪伊始，在宁德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宁德人民又开创了宁德茶业的新局面。．：．． ，，、

。

借助该志的编辑出版，可以史为鉴，摄取有益的营养，无疑会对宁德发展茶叶增强

信心和自豪感，激发热爱宁德、热爱茶叶事业的深厚情感，激励人们为21世纪的宁德茶

业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其他茶区也可借鉴这本志书，相互学习，共同推进茶叶事业的

繁荣发展!r一 ’r’；。ij’ ‘_，-『，_05．⋯，： _ ⋯．，‘j i·，：J．．：

⋯《宁德茶业志》的编辑出版，并非易事。编委会的正、副主编与编委们，组织在宁德

长期共事的一批骨干茶业工作者，怀着对茶叶事业执著的精神，调查考证，伏案耕耘，数

易其稿，其艰辛不难想像。作为这本志书的首位读者，我对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作

出的突出贡献，深表钦佩! ’‘_’|一!．，．o"，。，√i



2．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

3．本志全书设15章61节，系统记述闽东从晋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业发展史，上限追

溯到事物起源，下限断于2002年。

4．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闽东清代置福宁府、民国时期的第三行政督察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原福安专区、宁德地区、宁德市管辖的福安、福鼎、霞浦、寿宁、周宁、宁德(今蕉城区)、古田、

屏南、柘荣等九个县(市)茶叶产地为主，对古代划人建宁府管辖(1279年)的产地资料，因查证难，本

志仅收录部分。本志行文所称“闽东”、“闽东地区”为习惯称谓，指的就是现在的宁德市。

5．宁德县1989--1998年改为宁德市，1998年起又更名为蕉城区，本志“宁德县”指今蕉城区。福

安县自1989年至今更名福安市。福鼎县自1995年至今更名福鼎市。霞浦、寿宁、周宁、古田、屏南、

柘荣仍称县。

6．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相七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图表、照片穿插其中。志首邀请领

导、专家题词、作序，冠以概述，插入闽东茶区风情、风貌、茶树品种、闽东名优茶和重点企业彩照。

7．本志纪年、年号用法，凡属民国前的朝代纪年、年号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

拉伯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

8．本志书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

有换算的加在括号内予以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据以福安专区、宁德地区、宁德市统计局

和地区(市)计委统计数字为准，统计局所缺的数据采用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

9．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在宁德茶业系统和在相关部门对宁德茶叶事业有较大

贡献的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干部、获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务)人员和资深的科技工作者为对象，并收录

闽东籍在外地茶业系统和相关单位具高级职务、职称的供职者。

10．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地)、县志，茶业部门志；省、市(地)、重点县(市)档案馆、图书馆、省农

科院茶科所资料室、省农业志(茶叶部分)、省供销社志、宁德市农校档案馆和市(地)直、县(市)业务主

管局的相关文书与业务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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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德市(俗称闽东)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与浙江省交界。位于东经118。32’～120。43 7，北纬

26。18’---27。42 7之间。东濒东海与台湾省隔海相望，西与闽北南平市的南平、建瓯、政和接壤，南连福

州市的罗源、闽侯、闽清；北邻浙江省温州市的泰顺、苍南、景宁、庆元县。全境东西长约235公里，南

北宽153公里，土地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4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2．3公里。

1999年11月13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宁德地区，建立宁德地级市，管辖蕉城1个区，福安、

福鼎2个县级市，霞浦、古田、寿宁、周宁、屏南、柘荣6个县，全市2002年有8个街道、54个镇、62个

乡(内8个畲族乡)、128个居民委员会、2167个村民委员会，人口321．85万人，其中畲族17万人(占

全省畲族人口二分之一，占全国畲族人口四分之一，宁德市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海外侨胞和

港、澳、台同胞30万人。

闽东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闽越族先民在此劳动生息。三国时期，吴国在闽东境内三沙

湾设立“温麻船屯”，建造海船。晋太康三年(282年)，始设温麻县，为闽东境内最早建立的县，隶属晋

安郡(今福州)。隋开皇九年(589年)，撤温麻县并人原丰县。

唐武德六年(623年)，析闽县原温麻县地设立长溪县，治所在今霞浦松城镇岭尾庵，隶属泉州

(今福州市)。唐开元二十年(741年)，设古田(玉田县)，亦属福州。唐开成年间(836—840年)，置

感德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感德场为宁德县。南宋淳{；占五年(1245年)设福安县。明

景泰六年(1455年)，分福安县、政和县部分地设寿宁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福

宁府，以原本州地设霞浦县，辖宁德、福安、寿宁、霞浦4县。次年析古田县北路3里16都地设屏

南县。乾隆四年(1739年)，设福鼎县，隶属福宁府。至时，福宁府辖有霞浦、福安、宁德、寿宁、福

鼎5县。民国24年(1935年)划宁德县西北部青田乡东洋里设周墩特种区，民国34年升为县。民

国24年划霞浦县西北部灵霍乡柘洋里设柘洋特种区，民国34年升为县。闽东先后列为第二，第

一、第八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东设福建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公署驻福安，1953年3月

改称为福安专区专员公署，辖福安、宁德、福鼎、霞浦、寿宁、周宁、柘荣7县。1956年3月，长乐、连

江、罗源3县划人福安专区，同年3月撤销柘荣县并入福安县。1959年7月，松溪、政和两县划入

福安专区。同年8月，长乐、连江两县划归闽侯专区。1961年7月罗源县划归福州市。同年8月，

恢复柘荣县。福安专区辖福安、宁德、福鼎、霞浦、松政、周宁、寿宁、柘荣8县。1970年2月，撤销

柘荣县，并人福安、福鼎县，撤销松溪、政和县，设松政县，并划南平专区，古田、屏南、连江、罗源4

县划归福安专区管辖。专区驻地1971年6月迁往宁德县，并改为宁德地区。1974年12月再恢复

柘荣县。时，宁德地区辖宁德、福安、福鼎、霞浦、古田、连江、罗源、屏南、寿宁、周宁、柘荣11县。

1983年4月，连江、罗源2县划归福州市。时，宁德地区辖宁德(于1988年10月改为县级市)、福

安(于1989年11月改为县级市)、福鼎(于1995年改为县级市)3市及霞浦、古田、屏南、寿宁、周

宁、柘荣6县。1999年11月13日宁德地区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撤地设市，称宁德市。原宁德

县级市改称蕉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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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境域地处洞宫山脉南麓、鹫峰山脉东侧。全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隆起，自西北向东

南呈阶梯状下降。西北部的寿宁、周宁、屏南、古田等县，海拔700 1000米；东南部的福鼎、柘荣、福

安、霞浦、蕉城等县(市、区)，海拔400～700米。山地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91．2％。境域属中亚热带

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在13．4～20．2"C之间，年均降水量1400～2100毫

米，无霜期达230,--,300天。地形条件山区与沿海有显著差异，形成复杂的气候类型，造成多样的生态

环境，为闽东发展多层次立体农业提供有利条件。

宁德市山地富饶，是发展茶叶经济的适宜区。2002年，全市9县(市、区)拥有茶园总面积4．91

万公顷，可采茶园4．54万公顷，年产茶4．7万吨，年产值12亿元(现价)。茶园面积、茶叶产量、产值

均居全省各市的首位，分别占全省茶叶种植面积的35％、产量的32％，为全国地(市)区之首。年产茶

1．28万吨的福安市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茶叶之乡”。

宁德市境内茶区山清水秀，有许多自然风光与名胜，是发展生态茶叶与旅游观光的最佳选择。国

家重点风景区福鼎的太姥山，以峰险、石奇、洞异而闻名，素有“海上仙都”之美誉i太姥山又是太姥野

生大茶树和太姥“绿雪芽”的发祥地；霞浦杨家溪水秀流长，枫林古榕，天然胜景，被称为“海国桃源”，

与太姥山风景区紧紧相连，景中有茶，景外茶园成林。蕉城区的支提寺是全国佛教重点寺观，历史悠

久，被称为“海内第一禅寺”。天山四周盛产天山绿茶，霍童野生茶原产地就在天山。历史名茶“支提

茶”、“天山银芽”、“天山翠芽”，早已誉满天下。屏南的鸳鸯溪、白水洋有“天下之绝景”之称；周宁九龙

涤瀑布群气势磅礴，被赞为“华东少有、福建第一”；福安的白云山，山势巍峨，绿树葱葱，云山雾海，堪

称一奇。该山既是旅游的好去处，又是茶树最好的适生地。闽东的国优品种“福安大白茶”、“福云6

号”和地方品种“坦洋菜茶”，以及近几年省茶科所新培育的国优乌龙茶品种“黄观音”、“悦茗香”、“黄

奇”、“金观音”等都发源于此。历史名茶“坦洋工夫”近年新创的“坦洋金猴茶王”(红茶)、“六杯香”(绿

茶)和“绿缘香花茶茶王”，均为宁德市的特产。

宁德市由于自然环境条件优越，茶树品种资源丰富，据1954--1956年福安茶叶试验站对闽东茶

树品种的普查和1979--1983年全区茶叶区划对茶树品种的调查，证实闽东拥有茶树品种89个，加上

省茶科所和重点县近几年选育出来的绿茶新品种2个，乌龙茶新品种11个，共有茶树品种102个。

这些品种中被列为“国优”品种的有10个，省级良种13个，新选育地方品种还有8个。同时，区内建

立了福安的社口、甘棠，福鼎的点头，霞浦县茶科所等繁育良种基地10多个，每年可培育茶树良种

1．6亿"-2亿株，为省内外发展茶叶生产提供了良种茶苗。

宁德市水路陆路交通优越，内河有13条航道，沿海有沙埕港、古镇港、三沙湾等8条航道，是古

代、近代闽东海上茶叶运输的主要通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东的公路建设发展迅速。国道

104线1956年通车，途经福鼎、柘荣、福安、宁德，全长216．16公里，省道7条计892．769公里，县道

21条计545．98公里，乡村公路及专用公路2840公里。到1992年全区公路总长4495公里，形成四

通八达的公路网。2003年6月修建的福温(福州至温州)高速公路福建段320公里，途经罗源、蕉城、

福安、霞浦、福鼎，闽东交通为之发生重大改观。

宁德水能资源丰富，水利条件优越。全区较大的河流有24条，其中最大的交溪和霍童溪两条水

系占全区流域总面积65．5％。区内河流上游至中游段蜿蜒曲折，水流湍急，落差大，有利于开发水电

水能，可开发量197．86万千瓦。到2002年全市水电总装机已达70．5万千瓦。区内的屏南县1983

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电气化试点县，1991年又有蕉城区、周宁县、寿宁县、柘荣县列为全国第二批电

气化试点县(区)。丰富的水电资源为发展茶业生产提供了稳定、可靠、安全、卫生的动力和热能。



概 述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被作为传统大宗出口物资和繁荣山区经济的重要产品，受到闽东各

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从1950年至2002年，各级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扶植茶叶

生产，从而使宁德市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经济效益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在50余年发展的过程中，

宁德市茶业经历了恢复、受挫、上升和大发展4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0一1957年)为恢复阶段。1949年6月福安专区各县刚刚解放，民国时期遗留的1

万公顷老茶园严重荒芜需要改造，恢复任务十分艰巨。首先是党和政府为发展茶业设立了各级管理

机构，制定“全面恢复，适当发展”方针，采取给茶区发放垦复与新开茶园补助款、无息贷款、预购定金、

肥料奖售等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茶农优先发展生产，使茶叶生产得到较快恢复。1954年，全区茶园

面积达到1．67万公顷，已超过民国25年(1936年)茶园面积1．66万公顷的水平。至1955年全区茶

园面积1．86万公顷，茶叶产量3649吨，比1949年面积增加47％，产量提高45．5％。茶园面积占全

省茶园总面积2．87万公顷的52．5％，茶叶产量占全省总产量5782吨的63．1％，1956、1957年中共

福安地委、福安专署在福安社口、霞浦茶岗分别召开两次改造旧茶园的千人大会，并组织技术力量在

霞浦茶岗、福鼎翠郊、黄岗、寿宁竹管垅、宁德吴山、福安坦洋进行旧茶园改造试点，总结经验逐步在全

区推广，使闽东茶园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促进茶叶增产增收。1960年全国改造低产茶园现场会议在

福安召开，通过全国茶叶现场会，观摩了福安坦洋、霞浦茶岗等改造低产茶园的经验，对闽东发展茶业

起到促进与推动作用。经过几年的努力，旧茶园面貌有明显改变，同时发展了新茶园。至1957年全

区茶园面积达2．51万公顷，茶叶产量4438吨，与1949年的面积1．26万公顷和产量2515吨相比，茶

园面积增加98％，茶叶产量提高76．5％，茶园面积占全省茶园总面积3．53万公顷的71％，茶叶产量

占全省总产量6935吨的64％。

第二阶段(1958--1962年)为受挫阶段。福安专区茶叶生产经1950一1957年全面改造旧茶园，

垦辟新茶园，开始得到恢复与发展。但1958年后，由于受“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浮夸风、瞎指挥

的影响，给茶叶生产带来灾难。为了完成高指标，组织茶农采粗老茶，粗采滥制，不论技术、不讲条件

大搞老茶园大面积移植归并，不看地形、不计效益，大开“万宝山”式新茶园，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对茶

叶生产造成不良效果，严重挫伤茶农积极性。茶园面积从1957年的2．51万公顷减少到1962年的

1．91万公顷，茶叶产量从1957年的4438吨下降到1962年的2173吨，比1949年的2515．6吨还少

342．6吨，成为1949年10月以来的最低谷。

第三阶段(1963--1978年)为茶叶调整提高阶段。1962年开始，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对茶叶实行

奖售政策和收购茶给20％的价外补贴，鼓励茶农积极垦复荒芜茶园，下派业务、技术干部下乡蹲点，

开展农村群众性茶叶科学实验活动。大力扶持兴办社队茶场，推广科学种茶、改造低产茶园、发展新

茶园经验。同时，积极推广机械制茶，改进采制工艺，提高茶叶品质。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使茶叶生产从挫折中逐步得到恢复。1970年茶叶产量4618吨，已恢复到1957年水平，1972

年茶叶产量5601．5吨，已超过闽东历史茶叶最高年(民国元年)5163．65吨的最高水平。1974年全国

茶叶会议提出“茶叶要有个大的发展，速度要加快”，要求在全国建立100个年产茶5万担基地县，福

建省也提出“巩固提高现有茶园，加速改造低产茶园，积极发展新茶园，努力提高单产，努力提高质量”

的具体措施，使全区到1978年有福安、福鼎两县跨入年产茶5万担行列，寿宁、周宁、霞浦、宁德跨入

年产茶3万担行列。1975年茶园面积2．59万公顷(亦超过1957年水平)，占全省茶园总面积7万公

顷的36．8％，茶叶产量6716．2吨，占全省总产量16720吨的40．1％。随后各县相继建立各自的基地

社、队，开展亩产百斤(50公斤)、双百斤(100公斤)公社活动，使茶叶生产获得连续16年增产增收。

1978年全区茶园面积达到3．06万公顷，产茶7836．5吨，分别比1962年增长95．3％和260．6％，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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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虽受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影响，但茶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停产闹革命”，坚持生产，才

避免了损失。

第四阶段(1979--2002年)为大发展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给茶叶生产带来极大活力。在这23年中闽东茶叶生产经历了4次飞跃：一

是茶叶生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区1300多个集体茶场和14个国营农茶场，其茶园面积2．16万

公顷占全区茶园总面积的70％，采取小段包工、联产计酬和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把茶园承包给茶农、

联合体、场员个人管理，同时划出荒山鼓励个人开山种茶，谁种归谁，长期不变，从体制改革与政策上

支持茶叶发展。二是积极发动全区茶农种植高质量、高标准的“密植速生”茶园。1979～1981年用3

年时间发展“密植速生”茶园1万公顷。经过几年的精心肥培，全区茶叶单产和总产迅速提高，茶园肥

管水平逐年提高，茶区普遍讲究科学种茶，增施肥料、修剪养蓬、防治病虫等技术措施得到普及。同时

挖掘和开发名优茶260多个，获国家、部、省级奖690项次。至1988年全区茶园面积达3．35万公顷，

茶叶产量14421吨，比10年前(1978年)茶园面积增长9．5％，茶叶产量提高84％，为闽东茶区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三是农村兴办乡(镇)村茶厂。全区到2002年乡(镇)办茶叶精制加工厂有900

家，年加工精制茶叶3万多吨，产品销往国内外。四是闽东茶区群众以茶为本走出家f-I，到北京、天

津、上海、济南、青岛、哈尔滨、广州等大中城市和安徽的芜湖、莪桥、广西的横县等茶叶市场和茉莉花

基地创办茶庄、茶店，办厂、开公司、办茶"i-拄t发市场计3000余家，在外经销人员达3万余人．年经销

闽东和全国重点产茶省茶叶36000吨，经营总额达lo亿元。

与此同时，宁德地区还按照欧盟、日本等同控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从1989年开始，在福安、福

鼎、寿宁、周宁、宁德、霞浦等9县(市)建立无公害茶园1．33万公顷、有机茶基地茶园1333公顷、生态

茶园666．66公顷，至2002年获无公害茶园认证单位32家，有机茶认证单位6家，为全区建立无公害

绿色食品茶叶基地打下基础。

四

宁德市是福建的老茶区，产茶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就有闽东先民产茶和饮茶的记载。闽东在唐

代，先属建州，后属福州。历史上有关建州、福州茶事的记载，都与闽东有关。《新唐书·地理志》载：

“福州贡腊面茶，盖建茶未盛之前也。⋯⋯今古田、长溪近建宁界，亦能采造⋯⋯”可见福州、古田、长

溪(指闽东各县)一带，早在唐朝建州北苑茶未兴之前，就已造“腊面茶”等贡茶。宋、元两代，闽东产制

团茶、饼茶，均以工艺精湛而著称。至明代，闽东已有大面积植茶。万历年间，谢肇涮在《五杂俎》中记

载：“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闽东太姥山的“绿雪芽”、宁德的“支提茶”、天山的“芽茶”、“寿宁

茶”都很有名气；宁德所产制的“龙团”、“雀舌”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清代闽东的“坦洋工夫”、“白琳

工夫”、“白毫银针”，“白牡丹”等名茶走出国门，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赞誉。民国4年福安商会茶参展

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获得金牌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德市各级党政领导非常重视茶叶生产。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抓基地、抓良种、抓产制队伍建设，加速了恢复与发展茶叶生产的步伐，使闽东茶叶生

产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尤其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闽东各级党政部门把茶业列为山区脱贫致富

的支柱产业，发展高标准茶园，普及良种，开发名茶，使闽东茶叶得以迅速发展。闽东茶区良种普及率

达96％以上；茶类齐全，有红茶、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花茶、保健茶、饮料茶等；群众生产名优茶

经验十分丰富，工艺精湛，所制绿茶具有“三绿”(形色润绿、汤碧绿、叶底嫩绿)和香高味醇的特点；所

制“坦洋工夫”、“白琳工夫”红茶和新产品“坦洋金针”，具有外形细长、弯曲，色泽乌润，香味纯正、厚实

醇和的特点；闽东茉莉花得天独厚，鲜花朵大花白质好，香气浓郁芬芳，窨制的茉莉花茶具有色泽“三

绿”，香味“三优”(鲜、浓、醇)的特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闽东的福鼎、福安等地近10年所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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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茶有圆形、扁形、弯曲形、捆扎形，形状各异，制作讲究，工艺精湛，具有品尝、品饮、收存之价值，深

受消费者青睐。

五

宁德市茶叶贸易最早出现于明代。据明万历《福宁州志·食辨》记载：“芽茶十八斤一十二两，价

银十三两二钱二分，叶茶六十一斤一十两，价银一两四钱七分九厘。”至清咸丰元年(1851年)，有建

宁、福州府等地茶客到福安的坦洋购茶，并将红茶制法从崇安传人坦洋。又据清《闽峤辖轩录》记载：
“霞浦、福鼎⋯⋯物产茶。白琳是地方的茶商聚集处。”这说明至清中叶闽东茶叶贸易渐趋繁荣。从清

代到民国，闽东茶叶主要由私营的茶行、茶馆、茶庄与茶馆就地收购，精制后运销福州和全国各地。

民国时期，宁德市境内有茶行、茶庄、茶馆300多家，年收购茶叶14万多担。民国28年(1939

年)后，民国政府实行茶叶统制，购买毛茶须携带营业许可证。而茶农所生产的茶叶必须卖给商号，商

号则按省茶业管理局核定的茶类准制箱数进行产制，经营权归省茶业管理局。

1949年10月，福建省建设厅茶业管理局在福安赛岐成立“福安赛岐办事处”，负责办理闽东各县

的茶叶购销业务，到1950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茶公司福建分公司”)在

闽东建立福安茶厂、赛岐茶厂、福鼎茶厂(后赛岐茶厂并入福安茶厂)，负责各县茶叶购销与加工业务。

当年精制加工茶叶2237．94吨。随后由于制茶机械不断普及应用，1963年福安茶厂率先全国实现茶

叶精制加工流水线制茶，彻底结束手炒、脚搓、日晒制茶的落后历史。

宁德市茶叶的出口在明代以前数量不大，主要自产自用。从明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三次下

西洋，带去中国茶叶等作为礼品赠送开始，宁德市茶叶在世界遂有名气。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二十二

年(1683年)宁德市的福鼎沙埕军用港改为民用进出口贸易口岸，开始出口茶叶。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五口通商后，福州、厦门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宁德市茶叶开始从海路运销欧美。光绪二十五

年(1899年)五月八日，宁德(今蕉城区)三都澳设立“福海关”，自此，三都澳成为闽东茶叶出口的“海

上茶叶之路”。三都澳自光绪二十五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英、美、意、俄、日、荷兰、瑞典、葡萄牙等13

个国家的21个公司都在三都建立分公司或商行。宁德市茶叶等货物从这里漂洋过海，进入欧美市

场。1900年“福海关”输出茶叶30710担，占全省出口总数的8．72％，到1915年出口茶叶就达

142586担，为全省出口总数的51．89％，产值国币5101千元。El岸茶叶货值占出口总货值的90％以

上，出口茶税占港口总税收的80％～90％。这是世界上唯一以茶叶为主的通商口岸。到民国25年7

月口岸遭日军轰炸，三都港成为“死港”。茶叶外销改由福安赛岐港和福鼎的沙埕港出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1950--1969年合计出口茶叶40573．75吨，金额达1682．68万美元，占全区茶叶生产

量78686．8吨的52．8％。其中，红茶出口40166．15吨，占出口总量的99％。1958年出口量最大，全

区出口工夫红茶3274．95吨，占当年出口量3277．25吨的99．9％。1985年后，宁德市茶叶经营放开，

除主渠道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经营外，境内尚有多家经营茶叶对外贸易，但据调查茶叶出口每况愈下。

到1988年全区出口1400吨，占当年生产量9．7％，最低年份为1999年，出口量289．08吨，仅占当年

生产量45083吨的0．6％。其主要原因是外贸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经营机制不灵活所致。

—L
／＼

宁德市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茶业与古越文化一脉相承，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晋代道

教炼丹家葛玄、葛洪等到闽东的葛洪山、霍童峰等地炼丹作药。历史名人陆游、朱熹、冯梦龙等均在闽

东任过职或活动过。闽东地灵人杰，有福建第一位进士薛令之、镇守海疆的台湾总兵甘国宝、著名爱

国诗人谢翱、中国天主教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历史上抗金英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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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祥、抗倭英雄戚继光等都在闽东留下踪迹。到20世纪30年代，邓子恢、陶铸、叶飞、范式人、曾志等

老一辈革命家在闽东领导过革命，他们的革命英雄事迹，永远垂范和鼓舞着闽东人民。

宁德市依山傍海，山的广野丰厚，海的壮阔激昂，孕育了闽东人民敢想敢闯的精神。很早就有人

走出家园，出国谋生，目前在海外的宁德籍华人约有30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闽东人发扬敢想敢闯的果敢精神，走南闯北闯天下。从20世纪80

年代初至今，北上推销茶叶、开店、办厂、开公司的“闽东茶帮”达3万多人，他们分别在北京、天津、哈

尔滨、济南、青岛和广西、广东等地大中城市开茶庄、茶店3000多家。其中大的有“上海大不同天山茶

城”，“上海市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北京京鼎隆茶叶批发一条街”和济南的“闽东茶庄”等12家，年

经营总额达20多亿元。他们身在外地心系闽东，每年为家乡办学、修桥、修路、办电、办企业、办福利

事业捐助和投资了大量资金，为支持家乡建设，共同建设美好的闽东家圃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4年来，党和政府对闽东茶业的发展极为重视，把它作为繁荣闽东山

区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抓。经半个世纪广大茶区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宁德市现已建成拥

有高产优质茶园6．13万公顷、年产各类茶叶4．6万吨、总产值达12亿元的产业。宁德市由于茶业的

不断发展，也相应带动了其他服务行业的发展，为宁德市解决了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约120万人的劳动

力出路和生计问题，为宁德市农村脱贫致富，为宁德市经济腾飞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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