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美食特产	

屯绿   

屯绿，历史悠久，早在明万历年间，徽州一带就有四家茶号制作绿茶外销。此茶有炒青

和烘青两种制作方法。炒青茶芳香馥郁、茶味浓厚、汤色碧绿清晰；烘青茶颜色鹅黄、茶叶

醇和、汤色明净。屯绿在清咸丰年间，还由歙县茶区制成茉莉、珠兰、玉兰等花茶。目前屯

溪绿茶畅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绿色的金子”。     

茶史追溯     

屯溪绿茶简称“屯绿”，又称“眉茶”，创制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系由松萝茶精制而

来。屯溪绿茶的集中产区在黄山脚下休宁、歙县、祁门、黟县四县，以及祁门里的东乡等地。

因这些茶乡所产的各种绿茶均经由“屯溪”集散、输出，因此，统称“屯溪绿茶”。早在清

朝光绪年间，“屯绿”就誉满国内，并销往欧洲和美国。  1949 年以后，“屯溪绿茶”的生产

销售进入了新的时期，品种不断创新，  畅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1988年 9 月，  在雅典举

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大会上，“屯绿”获得银质奖。     

名茶鉴赏     

屯溪绿茶是中国传统名茶类名，简称“屯绿”，有“绿色黄金”之誉，是皖南地区数县

采制绿茶的统称。因黄山市辖诸县和相邻县的绿茶旧日均在屯溪茶市总经销转口，故称之为

“屯溪绿茶”。屯绿以大类区分有炒青、烘青两种，其珍品有：特珍、珍眉、贡熙、秀眉、

针眉等。这些茶叶虽然外形不一，汤色各异，但一经品茗，都是香气馥郁，滋味醇厚，饮后

令人神驰心怡。     

特点：屯绿以“叶绿、汤清、香醇、味厚”四绝闻名。特级屯绿，条索纤细匀整，色泽

绿润起霜，芽峰显露，稍弯如眉，香气清高馥郁，滋味鲜浓爽口，一杯在手，香飘满座。 

祁红 

祁门一带历史上很早就盛产绿茶，从事茶业者人数众多，唐咸通三年（862 年），司马

途《祁门县新修阊江溪记》称：祁门一带“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祁之茗，色黄

而香”。祁门在清光绪以前并不生产红茶。据传，光绪元年（1875 年），有个黟县人叫余干

臣，从福建罢官回籍经商，因羡福建红茶（闽红）畅销利厚，想就地试产红茶，于是在至德



 

能促进维生素 C 的吸收。维生素 C 可使胆固醇从动脉移至肝脏，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同时

可增强血管的弹性和渗透能力，降低血脂，对冠心病高血压能起到很好的疗效。至今，山东

济南一带的老中医开处方时，用松萝茶者甚多。   

第八章	名校展示	

黄山学院   

学校简介 

黄山学院的前身为始创于 1978 年的徽州师范专科学校。1997 年 12 月，根据省市共建

协议，徽州师范专科学校与原中国科大徽州大专班合并，并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学校更名为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由单纯的师范专科教育逐步发展为包含师范教育在内的多科性普通高等

专科学校。2000 年 9 月，原黄山林业学校并入黄山高等专科学校。     

2002 年 1 月 9 日，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经过评议投票，全票通过了黄山高专

升格为黄山学院。2002年 2 月 22 日，国家教育部以教发函[2002]14 号文件批复安徽省人民

政府，同意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黄山学院。2002 年 4月 30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以皖政

秘[2002]46号文件批复安徽省教育厅、黄山市人民政府，同意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黄山

学院。2002年 5 月 17 日，黄山学院挂牌成立。     

南校区第一实验楼黄山学院为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现设有 5个二级学院和 6

个系，包括建筑  文学、旅游、外语、政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计算机、生

命与环境科学等 11 个院系，共有 59个专业，其中本科专业 32 个，专科专业 27 个。涉及文

学、理学、教育学、农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工学等学科门类。学校已与瑞士、德国、

美国、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高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具备相应条件的旅游、管

理等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可通过这一渠道赴国外留学深造；2006 年开始，学校接收了首批

来自欧美国家的留学生。   

学校分为南、北两个校区，现有校园面积 1800 多亩，校园生态丰富、环境优美、人文

底蕴深厚。学校拥有一批设施先进的综合实验室、分项实验室，并拥有网络中心、计算机中

心、语言实验中心、电化教育中心等现代化设施，形成教学、科研、实验、阅览、运动、娱

乐、生活等配套完整的建筑群体。 

所授荣誉 



 

祁门县第一中学 

祁门一中枕祁山、襟阊江，得祁山之毓秀、获阊江之灵气。建校六十余年，为国家，为

祁门培养了无数人才。学校创办于 1939 年，1997 年被评为黄山市示范性完全中学，2005

年被评为省示范高中。祁门一中被省教育厅命名为“电化教学设备一类达标学校”。 

  所获荣誉 

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安徽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示范

学校”、“安徽省体育卫生国防教育先进集体”“安徽省绿色学校”“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优秀学校”“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工作先进集体”；是黄山市“文明单位”、“文明窗口示范

单位”、“绿色学校”、“语言文字示范学校”“禁毒教育示范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

“黄山市青少年科技活动示范学校”“五四红旗团委”，获“黄山市体育人才输送奖”，校保

卫科被黄山市公安局授予“集体嘉奖”，是祁门县“青少年科普示范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先进教育基层工会”“学校综治安全卫生目标管理先进单位”。2006

年成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十一五”重点科研课题《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研究与实

验学校，2006 年度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分别是黄山学院和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实习基地和“中

国西部教育顾问单位”。 

第九章	历史名人	

汪华 

古徽州第一伟人——越国公汪华 

保境安民 

越国公汪华汪华（公元 587 年——649 年），被徽学大师叶显恩教授称为“古徽州第一

伟人”，号英发，出生于古徽州绩溪县瀛州汪村。徽州人由衷崇爱这位乡土伟人。其死后，

庙宇祭祀不断，行祠社屋遍布，被尊为徽州的地方神或地域神。在民间，被奉为“汪公大帝”、

“花朝老爷”、“太阳菩萨”。    

汪华是隋末唐初地方自治首领、唐代大臣。字国辅，又字英发。徽州绩溪县汪村人（隋

唐时属歙县）。汪华幼年时父母双亡，寄养在歙县舅舅家中长大，并应募成为护郡兵丁。十

四岁拜南山和尚罗玄为师，苦练刀枪弓箭，武艺超群，后应郡府招募加入义军。因平婺源、

拓箬岭至宣州太平县山道有功，深得将士爱戴。由于智勇过人，汪华渐渐在郡兵中显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