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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馆等文化设施建设，使地域传统制茶工艺、茶文化的

文化氛围更加浓厚，让西乡传统制茶工艺、茶文化通过

“日用而不觉”的方式融入到社会生活中。这也即是最

有力的保护和利用。

3、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让“古迹”和传统技艺活

起来、火起来。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企业建设生态观光

茶园，设计茶旅精品线路、茶旅精品园区，建设茶旅特

色小镇，大力发展“茶旅+民宿”“茶旅+研学”“茶旅

+康养”等。最后，注重茶叶深加工的研究。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制茶工艺、茶文

化，必然包含着先辈的智慧，需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

段，更好理解继承其中的奥秘。

（三）厚植底蕴，扩大影响，树立品牌

西乡传统制茶工艺、茶文化是实现西乡茶产业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用好这张名片，这一

文化品牌的扩大必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的

效益就是提高地方茶企的生产效益。因此，应将“传统

与现代”结合起来进行更加富有历史底蕴的宣传，当前

我们需要着重加强从下几个方面：

1、积极策划茶事活动

西 乡 县 茶 产 业 的 发 展 要 摒 弃 “ 酒 香 不 怕 巷 子 深 ”

定势思维，而是“带着香酒走街串巷”，将传统制茶工

艺、茶文化的优势，自觉融入到更大、更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中，借助其扩大影响力。例如，在“汉中仙毫”整

体品牌引领下，西乡县可以进一步突出自身特点，持续

扩大产品市场，增强品牌影响力；积极主动策划承办地

域文化节，要得到“自家人”的认可，这类策划不能仅

仅局限于“茶”，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谋求宣传。例

如：策划举办茶文化节暨樱桃旅游节，组织各类茶产业

发展促进会、推介会、协会、年会等茶事活动。

2、不断扩大品牌推介范围

发挥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带着西乡传统制茶工艺、

茶文化的“名片”，推介推广、营销策划、宣传策划，

扩大对西乡茶产业的宣传，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探

索建设远程公用品牌推广中心。在政府主导和企业协同

下支持开设“西乡传统制茶工艺、茶文化”体验馆，着

力提升区域品牌在各地市场中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积极组团参加西安茶博会、济南国际茶博会等市场

拓展活动，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西乡茶叶

进入国际市场。

3、完善打造现代化销售链

改 造 提 升 地 方 茶 叶 交 易 市 场 ， 特 别 是 支 持 主 产 区

乡镇加快茶叶交易批发市场，实现农户与消费者的直接

对 接 。 完 善 展 示 展 销 、 仓 储 物 流 、 电 子 结 算 等 基 础 设

施，解决好商品流通环节存在的问题，减少流通的中间

环节。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发展直供销售、会员定

制、门店体验、茶叶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不

断拓展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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