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互联网+茶”营销新模式
曾有报道指出，由于春管关键期遭遇疫情，今年春茶品质

将有所下降。但在记者采访中，大多受访者表示，疫情对安徽

春茶生产环节影响不大。

位于安庆市太湖县的佛图寺村，地处偏远山区，茶叶同时

也是佛图寺村传统支柱产业，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茶园，农户

对茶园的管理和茶叶制作技术非常有经验，村内自种茶园共

计1500亩左右，可采摘茶鲜叶约1.5万公斤，全村614户农户

中有90%农户有自家茶园，每当春茶采摘季，村“两委”担任起

茶厂茶叶收购员，从农户手中收购茶鲜叶，农户基本上都是自

己从早到晚在自家茶园摘茶，茶忙的时候会有农户从本村村民

中请人帮忙采茶，工资结算形式是以采茶量结算，卖了多少茶

鲜叶，从中拿出一部分茶叶款给他们，基本上一人一天120元左

右，标准也是参照近两年的工资标准，疫情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帮忙的农户基本上都是常年留村的年龄比较大的村民。

针对今年疫情的销售情况，佛图寺村委书记陈康向记者

介绍，佛图寺村作为安徽出版集团定向帮扶单位，是依托集团

帮扶力量，大力实施消费帮扶举措，安徽出版集团印发文件倡

导各单位和员工积极购买“爱心帮扶茶”。同时在疫情防控形

势依旧严峻的形势下，采用线上线下新业态模式，通过“借市

场、借渠道”，与安徽市场星报社洽谈合作方案，发挥市场星报

社线上、线下资源优势，探索“互联网+茶”的营销新模式，整合

报社内部员工、客户资源。工作队运用市场营销理念，通过集

赞、抖音宣传等营销活动开发线上销售渠道，拓展茶叶销售路

径。另外，工作队与村“两委”深入挖掘身边资源，主动与太湖

县及周边城市企事业单位、茶庄等社会各界客户资源对接，尽

其所能开拓市场渠道。

小微茶行减少进货量
巢湖市一家商行茶叶专卖店的孙老板跟记者表示，他主

要以安吉白茶的销售为主，刚上市时可以卖到1600到1800

元一公斤，但随着今年疫情的影响，价格很快就跌到了600元

一公斤左右，盈利很少。同时，因为疫情的影响，以往他的春

茶销售群体以清明左右回家祭祖的人、个体户、饭店为主，今

年疫情很多人没回老家祭祖，加上如今疫情原因饭店的聚餐

减少，所以销量少了很多。

孙老板说，如今实体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有个朋友

卖茶的客户群主打江苏、上海，今年快递彻底停运，也亏损了

很多。黄山龙头茶企谢裕大茶叶是安徽著名黄山毛峰品牌，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明之表示，因为黄山茶基

本上是一家一户生产，早期疫情又导致外出劳动力滞留，茶叶

春管都是正常进行。相比春茶生产，春茶销售是谢明之担心

的问题，“旅游门店没有复工，即使部分复工，人流量也很小，

对茶旅、研学游、茶馆影响巨大。人员不流动，一个人一天喝

一杯，一年也喝不了多少茶。”

政府积极落实帮扶政策
为切实保障5个产茶县区50余万茶农“因茶致富、因茶

兴业”，3月下旬，六安市专门制订了《关于开展助力春茶产

销 促进茶农增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围绕茶青采摘、生产

加工、市场流通等环节，强化政策保障、宣传推介、品牌建设、

市场监管等，确保春茶产量持续增加、品质持续提升、品牌持

续增强。相关产茶县区积极摸排茶区用工需求情况,加强与

非产茶乡镇协调,组织专车接送,帮助茶企、种植大户招纳采

茶工，确保茶叶采摘、生产基本得到保障。畅通春茶销售流

通渠道，建立物流快递直接发往合肥中转站的“绿色通道”,

减少物流快递在市级中转运输检测环节。市、县区两级积极

搭建平台，通过线上带货方式助力春茶产销。同时，为解决

相关产茶制茶市场主体融资难突出问题，该市加强与金融部

门的协调沟通，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茶叶类”贷款产

品，鼓励茶春期间向茶企贷款倾斜。目前，邮政部门开发“茶

贷通”产品,已累计贷款1000余万元，缓解了部分茶企的资

金压力。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来看，疫情对春茶生产环节影响不

大，更多的是对销售的影响。疫情倒逼茶企线上转型，危机中

也蕴藏着新的机会。面对春茶“采卖难”的困境，地方政府需

要有更多的担当、更果断的决策，在最短的时间里通过组织本

地群众、无疫情地区的工人、志愿者等帮助采茶，解决茶农的

燃眉之急。而茶叶生产主体也应该不等不靠，多谋对策，通过

更丰富的品种、更过硬的质量，打开更好的销路。

(本版图片由佛图寺村委书记陈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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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徽茶的春天如何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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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是最能代表安徽的物产，在连绵

云雾中生长，吸纳山间灵气和百花香气，

又经历烈火焠烤和重力捻压。冲泡时，杯

中会释放出巨石的坚劲、云雾的缠绕和百

花的清香，喝一口便品尝到安徽的味道。

然而今年，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给安

徽春茶的销售模式、销售渠道和物流运输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一挑战也在

加速着营销模式的变革。

疫情会对安徽春茶生产产生怎样的

影响？近日，记者联系到多家茶厂和店

家，他们就今年春茶的现状介绍了各自的

情况。 ■ 记者 秦缘

疫情影响导致仓库积压
在金寨县大畈村，海拔 800 米以

上的地方有一片茶园。黄龙公社老茶

厂的叶厂长向记者介绍说：“茶叶是村

里的产业，茶园一共 2300 亩，是安徽

农业大学定点扶贫的项目之一，一直

作为扶贫茶进行售卖，主要售卖品种为

金寨黄芽、金寨毛峰、皖西白茶、六安瓜

片等，卖得最好的品种是黄芽和毛峰，

销路一直以外地为主，去年卖到160到

400元一公斤，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只能

卖到120到 300元一公斤，加上前段时

间六安疫情影响，好多客户来不了，茶

叶也寄不走，仓库积压了很多。”

对于这个现状，叶厂长也向记者表

示，线下销售被阻断后，他们只能采取下

调价格的方式来尽量减少损失，他们的

茶叶分为高、中、低端三个档次，如今被

迫将中端茶叶下调成低端茶叶的价格，

价格不升反降，采茶工人的工资也随之

下降。

招募采茶工人也遇到困难
在霍山县大化坪镇金鸡山上的老茶

园里，刚长出的嫩茶芽头在春风中轻轻

摆动。正是茶叶采摘的黄金期，当地云

雾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老板刘劲堂却

高兴不起来。“因为疫情，现在很难找到

采茶工人，我的140多亩茶园遇到了无

人采摘的麻烦。”刘劲堂焦急地说。

该县内山区大化坪等乡镇，茶叶大

户往年主要从外地聘请专业的采茶工采

茶，因为疫情影响，近期联系的200多名

采茶工无法前来，造成核心产地缺少采

茶工。

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叶磊

告诉记者，该县一方面在全县范围内统筹

人力资源，从下符桥、但家庙等外山畈区

乡镇组织人力支援内山区茶园；另一方面

由政府出具文件，从外省没有疫情的地区

招募一批做过核酸检测的熟练采茶工支

援。“就在这一两天，会从河南来一批采茶

工，支援大化坪镇的各个茶园。这批外地

的采茶工将严格落实防疫政策，进入茶园

后就居住在茶园里，不和当地群众接触，生

活用品都有专人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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