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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是江南茶文化发祥地，茶生产历
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茶制作技艺精
湛。其中，具有色白、乳香、金石性、鲜活
四大特色的岕茶是中国第一历史名茶，也
是无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任宜兴
市儒午岕茶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赵英钦大
学一毕业就接过了岕茶传承的重担，如今
已在茶叶行业深耕六年，引领公司不断创
新，推动岕茶产业的健康发展。

“‘岕’是介于两山峰之间的空旷地，
宜兴岕茶是明清时的贡茶。在中国最权
威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中，岕茶收录专
著有7部，是中国茶史文献专著最多的。
带岕诗词现收录170多首……”说起岕茶
文化，非遗传承人赵英钦如数家珍。“岕茶
与其他茶叶最大的不同是制作方式，别的
茶是炒制而成，而岕茶是先蒸后焙。”赵英
钦介绍，因为工艺复杂，岕茶曾一度失传，
如今岕茶的制茶工艺正是遵循古籍文献记
载复刻而来的，要历经24至36个小时才
制成，不但人工成本大，而且焙茶技术含量
高，其中火候、温度、时机等，稍差即败。

“茶树品种多样化是茶业持续发展的
基石。”为推动传统茶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相
结合，赵英钦带领团队深入研究茶树品种，
在保留传统优质茶树的基础上，引进多个
国内新品种，同时丰富产品线，满足消费者
特别是年轻人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在制茶
工艺上，赵英钦一方面引入现代化设备，打
造了一条从摊青、杀青、揉捻到烘干等过
程的成熟流水线，这样较人工制茶的效率
提升几十倍，同时也大大提高产量，减少

人工成本，且做到每一批鲜叶的制
作标准都一致；另一方面倡导并

实践数据分析与程控管理，精
准控制茶叶生产各环节，确
保品质恒定持久。

“95 后”的赵英钦
深谙互联网时代营销变
革，他提出将电商思维
融入门店经营，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为消
费者带来全新购物体
验。同时，还与多家酒
店、宾馆及饮料公司达

成了合作，将岕茶融入各
类饮品与餐饮服务中，以跨

界合作的模式拓宽市场空间，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茶旅

融合发展是加强茶文化和茶品牌的保
护与传承的有力举措，希望通过把农业生
产和休闲观光相结合，为消费者带来丰富
多彩的茶文化体验，推动茶业进步与发
展。”赵英钦表示，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茶产业发展、参与茶文化的传承。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近年来，无锡的沃野上不断涌现出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有情怀的“新农人”，他们推广应用
农业生产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
新模式，用专业知识“播种”新质生
产力，让农业从“靠天吃饭”变成了
“靠科技吃饭”。

“养鱼不都是挖一个鱼塘来养
吗？怎么可能在陆地上养鱼？”六
七年前，王贤彤还觉得陆上养鱼是
件不可思议的事，没想到机械设
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
经过四年反复试验，一年筹备、一
年建造，终于把设施化养鱼做到了
量产稳定。

在氿鳞渔业2000余平方米的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内，没有传

统的鱼塘，只有一排排“鱼桶”整齐
排布，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养殖过程
的实时监测和智能控制，为鲈鱼、
鳜鱼等鱼苗营造了一处舒适的

“家”。工作人员撒出一把饲料，密
密麻麻的鱼苗瞬间涌上水面争相
吃食。“这里是孵化车间，等鱼开
口、长大到每斤1万尾的规格后就
要移池了。我们会根据鱼的生长

速度、体型大小来分类养殖，从鱼卵
到成鱼的整个过程需要七八个月。”
王贤彤介绍，目前，基地每年繁育鲈
鱼、鳜鱼鱼苗约2500万尾，所用土
地仅约为传统繁育模式的1/10。

“现在老百姓对于食品安全
很重视，所以我们想从源头上把
鱼养好，让老百姓吃到安全可靠
的鱼。”王贤彤说。在24小时实
时监控、实时水温检测、水质过
滤、紫外线杀菌灯、强大的生物处
理系统等一系列高科技、智能化
设备的共同作业下，养殖水体生
产指标、养殖生产效率和精准度
得以大大提升。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不仅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
率，通过循环水净化、自动化管
理等技术，实现养殖水体循环利
用零排放；同时饵料、药品投入
也大幅减少，给鱼类创造优质的
水环境，在节约控温能耗、降低环
境污染和防病抗病等方面优势明
显，而且也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

目前，该公司占地 670 亩的
养殖基地只需6名工作人员管理，
除了王贤彤这个“90后”外，其余
都是“00后”。

江苏竺西禾和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奚鹏出生于
1993 年，会计专业的他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跨行接触农业生
产。“大学时我父亲转型开始做
农业，但由于农场面临劳动力
短缺和技术短板，所以毕业一
年后我决定回来帮忙。”奚鹏说。

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农业“小
白”来说，刚接触农业的前两年特
别艰难。“种植是不可逆的，所以试
错成本很高。”奚鹏说，为了尽快熟
悉蔬菜种植，他向南农大的教授拜
师学艺一年多，期间他还经常去各
地考察，结识种植一线的专家，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才渐渐摸
出了一些门道。

如今，奚鹏的绿色种植业结
出了成果——太湖湾蔬果产业
园一期85亩设施大棚及配套设
施已建成并投用。鲜花、绿植、
书屋、大棚……走进产业园就
好像来到了一个生机盎然的公
园。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熟悉的
蔬菜，但却是不熟悉的种植方
式：西红柿藤蔓沿着绳子在空
中攀爬；长到 20 多厘米高的茄

子苗经干预后分叉成了两株；
水肥一体化管道能精准地将配
比好的水溶肥自动滴灌到每棵
菜的根部……“我们正在试验
新的种植模式，以提高产量和
适口度，一旦成熟了就推广给
周边菜农。”奚鹏指着大棚里整
齐划一的西红柿说，这采用的
是浙江农科院的嫁接技术，抗
性更好，可有效缓解菜农因常
年种植一种蔬菜而带来的病
虫害问题。

“当地菜农常年种植一样蔬
菜，西红柿秧苗的成活率只有不
到一半，有的甚至绝产。新技术
每亩菜地种植 2400 株，成活率
高达 90%以上，亩产在 8000 斤
左右，目前已开始在菜农中推
广。”此外，熊蜂授粉、香草驱虫
等令人耳目一新的绿色种植理念
也正在试验中。

另一个大棚内，记者见到了
一种新奇的蔬菜：头顶西蓝花，茎
部像芥兰，开花像油菜花，吃起来
又像芦笋。原来这是从大洋洲引
进的新品种——甜杆西蓝花，它
是由西蓝花、芦笋、芥兰杂交出的

新品种。“这款蔬菜富含钾元素，
口感清甜，产品销往山姆会员店
等大型商超，本地零售价每斤
超过 20 元。目前试
种了 10亩，成熟
后会向菜农推
广，提高大
家 的 产
值 。”奚
鹏介绍。

除
了带领
周边农
户 掌 握
新技术、
适应新模
式，奚鹏还
通过“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
式，将小农户纳入现
代农业发展轨道，让越来
越多的农民走上了致富路。接
下来，奚鹏还计划把物联网系
统搭建起来，把农机设备渐渐更
新成更智能、更环保的新农机，在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同时，也
让蔬菜的生长环境更绿色洁净。

新技术、新模式牢牢托稳“菜篮子”

设施化养鱼设施化养鱼

甜杆西蓝花甜杆西蓝花

敢创新、促融合
赋予非遗新活力

太湖湾蔬菜产业园太湖湾蔬菜产业园
标准化、规模化打开养殖新格局

把地种出科技范科技范

““新农人新农人””逐梦沃野逐梦沃野““兴农活兴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