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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博会沐川展区，竹木与绿植构筑的生态空间
营造出富有呼吸感的茶文化意境，呈现出沐川绿
色、生态、健康的氛围。展区别具匠心的紫茶艺术
打卡点，巧妙彰显出产业特色；茶艺师娴熟冲泡珍
稀紫茶，茶汤流转间，茶香四溢，吸引众多客商驻足
品鉴，嘉宾游客争相打卡。

“沐川紫茶的独特韵味，正是当下茶饮市场稀
缺的差异化亮点，希望能和当地企业长期合作。”北
京茶商张先生驻足品鉴时，对沐川茶赞不绝口。

紫茶、红茶、绿茶、奶白茶等琳琅满目的产品，
不仅彰显着沐川优质茶产业资源的雄厚实力，更精
准契合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需求。

元峰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伍世东敏锐洞察市
场趋势：“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倒逼企业构建柔性
生产体系，从传统制茶向定制化服务转型。”

一枝春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兴奋地分享
参展成果：“我们与多家经销商达成合作意向，还和
科研机构探讨了技术研发合作。未来，我们将深度
参与行业协作，全力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茶博会，不仅为沐川茶企搭建了展示与交
流的平台，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更让“沐川茶”的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跃升，为当地茶产业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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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帅 记者 赵径 文/图

茶博会开幕式上，沐川县荣获“精制川茶产业振兴
十强县”称号。这份殊荣的背后，是其完整的产业创新
体系支撑：建成全省唯一的省级茶树品种繁育推广中
心，拥有310个茶树品种储备，其中珍稀品种“紫嫣”更
获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认证。现场签署的《分子
育种技术成果转化与沐川茶树新品种选育》《沐川县古
茶树资源评价与产品开发研究》两项校企合作协议，预
示着沐川正将105万亩富硒土壤转化为科技创新
的试验场。

目前，沐川茶产业已形成“珍稀品种+有
机种植+精深加工+茶旅融合”的立体发展
模式。数据显示，全县建成5个省级现代
农业茶叶万亩示范区，有机茶园面积突
破1万亩，22.5万亩茶园年产值达36.24
亿元。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沐川提出力争
到2027年，突破50亿元综合产值的目
标。沐川县茶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倪桥川
透露，将重点建设智慧茶园体系，开发紫
茶深加工产品，并通过“茶+文旅”“茶+康
养”等新业态，让每片茶叶释放最大生态价
值。这场从品种到品牌的全面革新，正在书
写川茶振兴的沐川样本。

本报讯（祝粒畛 唐梦佳 记
者 赵径 文/图）5月14日，五通桥
区蔡金镇明明泽泻专业合作社
2025年首批出口日本的泽泻订
单完成发货。本次出口订单总
量420吨，货值1100万元，将用
于日本高端医药及保健品生产，
标志着“蔡金泽泻”品牌国际化
迈出新步伐。

作为泽泻主产区，蔡金镇创
新推行“稻药轮作”模式，充分利
用冬闲田资源发展泽泻种植。
合作社通过“六个统一”标准化
管理模式，严格对标欧盟GACP
认证标准，投资建设600立方米
冷链仓储，引进智能烘干、自动
化分选设备，通过“二次打磨去
皮”“外观筛选”等工序，使产品
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首批30吨已完成装运，剩
余订单将在10月前分批交付。”
合作社负责人邓宇枭介绍，接下

来，合作社将继续扩大规模，提
升设施水平，为开拓海外市场打
好基础。

作为新晋“四川省劳动模
范”，邓宇枭将通过土地集约化
经营、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
术，带领合作社实现规模化发
展。目前，合作社带动300多农
户参与 ，年种植泽 泻面 积 近
5000亩，为15名农民工提供长
期岗位、300 人实现季节性就
业，年发工资 300万元、免费发
放农资 20万元，种植户人均增
收超万元，成为乡村致富的重要
引擎。

据悉，蔡金镇将以省（市）乡
村特色示范村创建、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为契机，推进泽泻加工
厂、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同
步开展“蔡金泽泻国家地理标
志”认证工作，进一步提升产品
品质和产量。

5月9日，第十四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茶博会”）在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在这场茶界盛会上，沐川县以

“中国紫茶之乡”的独特姿态惊艳亮相，8家代表企业携100款茶产品

组成“生态方阵”，全方位展现“茶中国·紫沐川”的产业新图景。

多元茶产品显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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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曦文/图）近日，沙湾区葫芦
镇梁村连片的稻蛙养殖基地里，村民们正弯腰忙
碌。

水田里，随着村民们手指翻飞，一株株嫩绿的
秧苗便在泥土中扎下了根；田埂四周，村民们特意
为即将完成蜕变的黑斑蛙留出了食台。

“这片稻田是青蛙和水稻的‘共享公寓’！”基
地负责人熊建民笑着解释。原来，这片看似普通
的稻田里，早已住进了一群特殊的“租客”。每年
春天，黑斑蛙就会在这里产卵。到了5月，正是蝌
蚪变身幼蛙的关键时期。村民们不仅要忙着插
秧，还要精心照料这些“小租客”，确保它们顺利

“上岸”。
在这里，水稻和青蛙演绎着动人的“共生之

舞”：挺拔的水稻为青蛙撑起遮阳伞，青蛙则化身
“田间卫士”，日夜巡逻捕捉害虫。青蛙的粪便又
成了水稻最好的肥料，形成完美的生态循环。这
种“稻蛙共作”的模式，不仅实现了全程零农药、
零化肥的有机种植，更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
机。

“我们的蛙可是抢手货！”熊建民给记者算了一
笔经济账：“目前，黑斑蛙批发价稳定在每斤11-12
元，40亩预计总产量12万斤，7月中旬将迎来销售
旺季。”更令人惊喜的是，该基地今年新增了10亩
中华蟾蜍养殖区，这些身披“黄金甲”的小家伙不
仅是害虫的天敌，它们身上提取的蟾酥、蟾衣等中
药材产品也将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

沙湾区梁村：

稻田养蛙
一田双收

本报讯（刘书杰 杨剑彬）5月13日，乐山市农
机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井研县揭牌成立。

据了解，井研县农机产业基础扎实，自上世纪
90年代发展至今，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农机产业集
群。全县现有农机企业83家（其中规上企业14
家），小型碾米机产量占据全省60%以上的市场份
额，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等海外市场。

乐山市农机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李红表示：
“我们将重点突破丘陵山区农机技术瓶颈，深化产
学研协同创新，计划三年内实现10项专利技术突
破，孵化2-3家创新型企业，助力乐山农机产业提
质升级。诚邀行业精英加入研究院，共谋发展。”

在当天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丘陵山区
农机装备创新展开深度研讨。相关科研院所专家
剖析了行业技术瓶颈；高校学者从智能研发、人才
培养等维度建言献策；企业代表分享了市场实践
中的技术需求与经验。

乐山市农机产业技术研究院
在井研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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