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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茶文化品牌塑造分析与对策
张利军 任世通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

陕西 西安 7 1 2 046

〔摘 要 〕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茶文化
,

茶文化是茶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 ; 丰富的茶文化 内涵蕴含在茶叶品牌中
,

茶叶

产品是短暂的
,

但茶文化是永恒的
。

所 以
,

企业在塑造茶叶品牌的同时
,

还要同时大力宣扬汉中茶文化
,

努力增加汉中茶品

牌的文化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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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中茶文化品牌的发展的优势

1
.

1 自然生态条件优越

汉中隶属陕南地区北面紧临秦岭
,

南面倚靠巴山
。

汉中市生

态环境良好
,

海拔高云雾缭绕
,

森林覆盖率极高
,

全年平均气温

在 12 到 14 摄氏度
,

每年的 4 到 10 月份降水量集中
, ,

年均降水

量大约 1 000 毫米
,

这些因素对茶树的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 茶园土

壤酸碱度条件适宜茶树生长且土壤和水中含有丰富的富硒资源
。

1
.

2 茶叶品质卓越

汉水灌溉整个汉中地区
,

汉中茶香高
、

味浓
、

耐冲泡
、

富含

锌硒这些独特的优势使茶叶的品质极高
。

茶叶里含有的有效成分

多
,

例如
,

茶氨酸含量达到 3% 以上
,

咖啡碱含量达到 4
.

5 % 以上
,

茶多酚含量最高达到 28 % 以上
。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测定属

无公害汉 中茶叶 90 % 以上达到或超过绿色食品的 AA 级标准
。

1
.

3 历史悠久

据史料考证
,

古代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
、

用茶的人
。

陕西茶叶起源于商周时期
,

在秦汉的时候兴起
,

到了

唐宋时达到了顶峰
,

在明清时期繁荣昌盛
。

在中国最早的地方志

《华阳国志 》上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

大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
,

古巴 国的臣子向周武王敬献的贡品中
“

西乡月团
”

茶就产自汉中

的镇 巴
、

西乡县一带
。

陕西还是历代封建王朝
“

茶马交易
”

国策

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

到了唐朝时期
,

茶正式作为商品的形式开

始进人市场
,

茶叶的消费者不仅有达官贵人
,

也有普通的平民百

姓
,

茶马贸易频繁
,

茶叶升级国家战备物资的地位
,

陕西茶由此

进人了辉煌时期
。

宋朝的时候
,

茶叶生产已经遍及秦岭以南各个

地方
。

在当时
,

茶不仅为陕南农家提供了衣食的保障
,

也成为了

朝廷开辟财源的重要渠道
。

1
.

4 汉中茶文化特色

十里不同乡
,

百里不同俗
。

在汉中
,

历来都有
”

客来先敬茶
”

的习俗
。

客人登门拜访的时候
,

茶水当先
,

为客沏泡家里最好的

茶
,

殷勤招待
,

颇有汉茶茶礼
。

一进汉中
,

茶馆中的摆设简单和

古朴
,

店家待客殷勤
,

态度和蔼
,

使人有一种游子归家的亲切之

感
,

浓郁的汉中地方特色便表现在游人眼前
。

茶馆中看报
,

斗棋
,

乡土艺人弹琴说书
,

汉中茶文化已经融人于人们的生活中
。

在汉

中这个地方
,

茶馆的定义并不是那么局限
,

乡村集镇
,

一家一户

也是个茶馆
,

解放以前制茶师傅都是关起门来自己制茶
,

唯恐别

人学去自家的手艺
。

而今斗茶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艺术
,

在汉中

西乡的罗镇就举行了千人的斗茶大赛
,

通过动态的冲泡以及表演

者服饰的配合与气场氛围的烘托
,

将秦巴茶艺的大气展现在人们

的眼前
。

2 汉中茶文化品牌塑造的机遇

2
.

1 “

互联网 +’
,

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重要突破

伴随信息时代的来临
, “

互联网 + ”

成为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
,

驱动当今社会变革的除了无所不在的网络
,

还有庞大的数据和超

强的数据处理能力
。 “

互联网 + ”

不仅仅是互联网的移动和泛在
,

也不仅仅是改造传统行业的平台
,

更是整个社会生产
、

生活和思

维方式的转变趋势和状态
。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不仅为文化的生产

和传播插上了翅膀
,

而且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进行了深刻改造
,

从根本上推动了传统信息传播业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

催生了一

系列以数字技术为支撑
、

具有低成本低污染低能耗高质量高时效

高产出等特点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平台
。

新业态的产生不仅塑造和

形成了新产业链
,

而且使文化产业能够从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经营

的集约化
、

管理的科学化和发展的专业化
,

能够更深人更精准地

走近消费者的需求本质
。

2
.

2 “
一带一路

”
建设为文化产业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
。

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

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

讲好中国故

事
,

既是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

也是全球文化激烈碰撞的复杂形

势对我们提出的客观要求
。 “

一带一路
”

建设就给我们文化产业

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

在国际交往中
,

经济与文化从来都

是相互依托
、

互为表里的
。

没有文化内涵的经济是畸形的
,

没有

经济支撑的文化是海市厘楼
。

3 塑造汉中茶文化品牌的具体措施

茶文化品牌塑造
,

需要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品牌并维护良好

的茶文化品牌形象
,

打造属于消费者认可的特色汉中茶文化品牌
,

结合文化品牌塑造的指标体系
,

塑造汉中茶文化品牌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人手
:

3
.

1 精准定位
,

打造品牌

茶文化品牌与一般的商业品牌不同
,

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

涵
,

要想被消费者认可企业必须精准定位
,

塑造汉中茶文化品牌
。

首先茶业企业要发掘汉中茶文化中的内涵
。

汉中茶虽然生产历史

悠久
,

但目前为止茶叶只有区域品牌
,

没有全国品牌 ; 只有名茶
,

没有名牌
。

茶叶品牌杂乱
,

企业恶性竞争现象存在
。

所以
,

茶业

企业必须进行品牌整合
,

打造属于汉中特色的名茶品牌
,

由此提

高消费者对汉中茶文化品牌的认知度
,

提高品牌效应
,

使汉中名

茶文化走向全国
、

走向世界
。

3
.

2 借助媒介
,

推广品牌

在塑造茶叶品牌初期任何企业都会遇到较大的 (下转 P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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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

其抵抗力
。

同时要强化其饮食
。

因为只有母猪的营养跟上了
,

仔

猪的体重才能上升
。

从而减少猪仔痢疾病的发生
。

3 加强管理

对于养殖场来说
,

养殖环境的干净卫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

猪场的饲养环境是一切疾病的根源
。

所以就需要我们在 日常养殖

中加强环境卫生的打扫
,

和 日常环境的消毒
。

一切疾病从预防开

始
。

对于仔猪的养殖应采取自繁自养的饲养方式
。

同时对于环境

要加强相应的养殖措施
,

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

3
.

1 科学管理

对于猪仔的养殖来说
。

科学的管理制度可以有效的减少疾病

的发生
。

同时
,

对于猪仔的养殖要进行仁学的分类管理
。

一般情

况下对于猪仔的养殖场地要大
,

并且对于饲料的供给要充足
。

母

猪和仔猪的养殖分开饲养
。

对于营养的供给也是分开管理
。

减少

疾病的发生
。

同时
,

在夏季应该多进行猪舍的打扫
。

保持养殖场

的干净卫生
。

3
.

2 饲养环境的净化消毒

猪场是猪生长的最为直接的生长环境
。

一切疾病的根源就是

养殖场的环境
。

所以
,

对于养殖场的环境来说
,

应该严格的控制

养殖场的卫生条件
。

选用效果好的消毒剂进行全方位的消毒
。

并

且做好猪场的粪便清理工作
。

4 结语

总之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对于仔猪白痢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这就需要仔猪在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下
,

通过提高自身抵抗力进行疾病的抵抗和预防
。

从而减少该疾病的

发生
。

但是
,

如果当这些疾病发生时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

隔离养殖和药物治疗
。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养殖业的发展
。

增

加养殖业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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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P3 6 ) 阻力
,

没有知名度来吸引消费者
。

茶叶企业要紧跟

时代的潮流
,

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以此
,

宣传汉中茶文化品牌
,

结合传统的广告
,

报刊
,

等宣传模式
,

建立微信社群推广
,

汉中

的茶叶知名龙头企业可以多进行社会公益性事业如为受灾严重的

地方捐款捐物
,

资助希望小学的贫困学生等等慈善事业
,

让人们

心中树立起汉中茶文化品牌企业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企业

形象
,

为汉中茶文化品牌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以此构建汉中茶文

化品牌的全方位立体宣传模式
,

吸引消费人群的注意力
,

提升汉

中茶文化的品牌知名度
,

扩大汉中茶文化品牌对行业的影响力
。

3
.

3 科技兴茶
,

品牌创新

加大科技研发投人
,

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茶产业升

级
,

加强科技转换平台的建设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开发优质

名茶
。

引进业内优秀人才并培养本区域人才
,

为科技兴茶
,

提供

人才储备
。

使汉中茶文化品牌迈进新的高度
,

使消费者成为企业

的忠实用户
,

不断地满足客户不同程度的需求
,

让消费者对汉中

茶文化品牌的忠诚度得到提升
。

3
.

4 规范管理
,

树立形象

汉中茶企业在塑造汉中茶文化品牌的程中要构建完善的市场

监查机制和市场环境
,

营造良好的茶文化市场氛围
。

对一切假冒

伪劣的产品给予抵制
,

并设置举报机制
,

对防伪打假做出贡献的

群众给予奖励
,

用实际行动来维护汉中茶文化品牌在消费者心目

中的良好形象
,

增强消费者对汉中茶文化品牌的美誉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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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
,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杨树

生态效益的认识
,

不能以偏概全

宿州市正在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
,

我县也正在申请创建省级

森林城市
,

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
,

大力宣传有关林业政策
,

做好本乡镇的造林规划
,

正确地引导群众
,

保护我县的杨树资源
。

3
.

2 培养大径级材
,

满足林业加工产业的需要

我县是木材加工大县
,

全县共有板皮加工厂 4 00 余家
,

木

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产值 78
.

9 亿元
,

胶合板实际年生产量 1 11
.

8 万

时
,

年消耗量木材量 135 2 万时
,

对杨树原木的需求量大
。

国家

标准对胶合板面板上节疤的数量和大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

为了

生产高干
,

大径级
,

圆满
,

无死节的杨树
,

满足胶合板良材的要

求
。

安徽林业科技推广中心马永春站长推广的杨树修枝定量修枝

方法
—

年轮轮生枝法
,

解决了这一问题
。

增加科技投人
,

多开

展农民技术培训
,

让他们掌握培养大径级材的技术
,

提高单位面

积蓄积量
,

增加农民的经济收人
。

3
.

3 繁育推广优良无絮品种

目前
,

安徽省杨树雄性不育及雄性选育工作在太和
、

肥西等

杨树发展重点县的苗 圃展开
,

在杨树栽培重点区域建立了雄性杨

树栽培示范区
。

我县林业局也于 2 009 引进中林 2 0 25 这一无絮品

种
,

在曹 口苗圃繁育推广
。

201 6 年县苗 圃在南京林业大学引进

38 04
、

34 12 两杨树雄性不飘絮新品种
,

又在安徽省林仁院引进无

絮杨树品种江淮 1 号
,

江淮 2 号
,

繁育面积 70 亩
。

县林业局在

积极推广新品种造林的过程中
, “

不飘絮
”

的雄性杨树占比将不

断增加
,

随着城乡绿化树种结构进一步优化
,

杨树季节性飘絮带

来的环境污染状况有望逐年好转
。

3
.

4 营造混交林
,

提高片林的抗病能力当前我县的杨树纯林 占

大多数
,

这给病虫害的防治带来一定难度

去年
,

无刺刺槐
、

红青黑三色油椿
、

中山杉
、

揪树等适合皖

北生长的优良乡土树种获得 了安徽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具备推广条件
。

在以后的造林过程中
,

我县要大力推广这些乡土

树种
,

营造混交林
,

提高抗病能力
,

不断增加我县的森林资源
,

提高森休覆盖率
,

让我们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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