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高标准茶园，走机械化道路

——对竹山县茶叶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竹山县地处我国高香型绿茶产业带，气候与生态环境特别适

合茶树生长。多年来，竹山县将茶叶产业作为农业特色骨干产业，

持之以恒地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竹山县更是把茶叶作为

精准扶贫的首选产业，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加大支持与推进力度，

使竹山茶叶呈现出欣欣向荣、加速发展态势。截止目前，全县茶

园面积已接近 30 万亩。但茶园建设与管护水平低、高标准茶园

所占比重低、茶叶生产整体机械化水平低，一直是制约竹山茶叶

产业发展的短板与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竹山

茶叶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

题，必须建高标准茶园、走机械化道路。

一、竹山茶叶生产必须走机械化道路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茶叶生产也不例外。在过去温

饱尚未解决、粮食供不应求年代，竹山茶叶作为“农特产品”，

因不能占用耕地，主要种植在山上，未曾考虑机械作业问题。同

时由于茶园面积尚小，加之农村劳力充足，茶叶生产机械化问题

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加快竹山

茶叶生产机械化步伐，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首先，茶园面积扩大，农村劳力锐减，茶叶生产必须借助高

效机械才能完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竹山全县茶园总面积不



足 0.5 万亩，目前全县新老茶园总面积已近 30 万亩，面积扩大

了 50 倍以上，但农村劳动力却显著减少，其中农村常住人口较

高峰期下降了近 50%。特别是一些茶园面积较大的偏远山区，青

壮年劳动力有 85%以上都在外务工。继续依靠农村现有劳力人工

完成现有茶园的建设、管护、采摘、加工等任务，已变得力不从

心。面积成倍扩大、劳力严重不足，是导致近年来竹山部分茶园

建不好、管不了、采不完、效益低，少数茶园甚至出现荒芜的主

要原因。只有依靠现代机械的力量，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大幅

提高劳动效率，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被动局面。

二是目前茶叶生产机械化步调不一，必须补齐“短板”才能

高效发展。近年来，竹山县对茶叶机械化加工高度重视，因而制

茶环节机械化步伐较快，先后改造了一批老车间，建设了一批新

车间，全县茶叶加工能力与水平都有了很大提升，对茶原料（鲜

叶）的需求量猛增。尤其是几个新建的大型加工车间，如果开足

马力生产，除需要大量的芽茶外，还需要大量的一芽一叶、二叶、

三叶和茶树嫩梢。但如今鲜叶生产却因高标准茶园面积小，管护、

采摘机械化程度低，无法满足企业加工需要。如圣水公司在竹坪

乡新建的特种茶加工车间，仅一条生产线开动每天就需要三万斤

鲜叶，但当地目前每天只能供应一万斤，远远不能满足其加工需

求，车间因“吃不饱”只能处于断断续续生产状态。只有补齐茶

园管护、鲜叶采摘等“短板”，实现茶叶生产的全程机械化，才

能使现有机械设备发挥出最大效益。



三是茶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开拓、占领

市场。目前竹山茶叶市场已发生巨大变化，由过去的“数量不足、

供不应求、自产自销”变为“产大于销、供过于求、必须开拓外

地市场”。但全国的茶叶近年来也呈现出供大于求趋势，市场竞

争非常激烈。一些发达地区在茶叶生产机械化上先行一步，除茶

叶加工早已实现机械化甚至智能化外，茶叶建园、管护、采摘等

关键环节，也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在带来高

效率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茶叶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茶叶的产量与

品质，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但竹山目前茶叶生产，除加

工环节机械化率较高外，其它环节机械化率均较低，尤其是采摘

环节更是茶叶生产的“痛处”。每到采茶高峰期，企业和种茶大

户对采茶工需求量很大，但各地均面临请工难、工价高问题。由

于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不仅部分鲜叶因无法及时采摘被白

白浪费，同时成本居高不下，还严重影响到产品进入市场后的竞

争能力。受高成本影响，竹山茶叶在开拓外地市场时遭遇很多困

难，一些外地茶叶却凭借其较低的成本，直接冲击竹山本地市场。

在此严峻形势下，只有与时俱进，加快茶叶生产的机械化步伐，

尽量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竹山的茶叶才能在守住本地市场同

时，实现“走出深山、走向世界”目标。

二、要实现机械化必须建设高标准茶园

茶叶生产机械化，重点是采茶机械化，难点也是采茶机械化。

但过去建设的茶园，一是多数建在地块较小、地形复杂、坡度较



大的山上，立地条件较差；二是很多都采取茶籽直播，建园随意

性大，品种比较杂乱，管理简单粗放，茶树性状差异大，生长不

够整齐，标准化程度低；三是很多在建园时未考虑机械化问题，

因而没有设置机械进出、操作的通道及其它配套设施。这些问题，

极大地限制了茶叶机械的施展与发挥，尤其是限制了机械采茶。

建设高标准茶园，是实现采茶机械化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只

有实现了采茶机械化，才能突破“瓶颈”与“障碍”，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选用高纯度

的优良无性系茶苗，提高建园的标准与质量，同时加强茶苗栽植

后的各项管护措施，确保茶树生长快速整齐、健壮一致。如果没

有成片的高标准茶园，茶叶全程机械化只能是空谈。

三、竹山茶叶实现全程机械化条件已基本成熟

过去受种种条件限制，竹山茶叶要实现全程机械化还只是

“梦想”，但近年来“梦想”变为“现实”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一是茶叶全程机械化关键设备已较为齐全。随着现代工业的

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茶叶生产从整地种植到中

耕除草、施肥修剪、病虫防治、采摘加工、包装销售等，各种机

械设备种类繁多、产品齐全，每一个环节都能找到相应的产品，

其中不乏适宜山区使用的小型机械。特别是采茶机，近年来发展

较快、新品迭出，不仅有采摘普茶的，还有采摘名优茶的；不仅

有适合平丘地区的大型多人采茶机，还有适合山地的小型单人采

茶机。这些机械中，既有高端进口设备，也有价格低廉，山区茶



农不仅“买得起”、而且“用得好”的国产设备，这就为推广、

普及采茶机械，进而实现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二是茶园建设的标准与质量正在稳步提高。为适应当前农业

农村形势，近年来新建茶园在规划建设上较过去已有较大变化。

首先，在选择地块时，已逐步改在偏远、零星的陡坡地建园为在

集中连片的缓坡地或水田坪地建园，以方便机械化作业。其次，

在茶园规划时，已考虑到后期的机械进出问题，设计了四通八达

的机耕路、作业道，有的还设计了机械排灌等设施。其三，在实

际建园时，大量采取机械作业，先抽槽换土，再秸秆回填、起垄

播种（或栽苗），建园标准明显提高。其四，部分茶园已改茶籽

点播为采用高质量无性系茶苗规范栽植，建园质量更有保证，这

就为茶叶全程机械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是涉茶经营主体购买机械的意愿和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在

竹山一些茶叶主产区，茶叶已成为当地第一大作物，种茶、管茶、

采茶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业”和收入主要来源，茶叶生产正由

“兼业化”向“专业化”发展。在一些茶叶专业乡镇、专业村，

涌现出不少茶叶专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种植大户。这些新

型涉茶经营主体，为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迫切需要价

格适中、适合山区使用的小型茶叶机械，特别是需要中耕、除草、

施肥、修剪、采摘、病虫防治等方面的机械。同时这些新型经营

主体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购买一些急需的小型机械。在此

情况下，推动竹山茶叶实现全程机械化可谓“恰逢其时、恰乘其



势”。

四、竹山茶叶实现全程机械化的难点与对策

目前，竹山县茶叶要实现全程机械化尚面临一些实际困难。

如过去建设的茶园大部分立地条件差，改造难度大，不少茶园缺

少机械通行道路，能够机采的高标准茶园面积小，适合山区茶农

购买使用的小型机械引进推广少，缺少对茶叶机械性能熟悉、操

作熟练的机手，茶农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等。

针对以上难点与问题，竹山茶叶生产要实现全程机械化，必

须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按照全程机械化思路，抓好新建茶园规划与建设。首先，

新建茶园要选择道路交通便利，地势平缓开阔，面积集中连片，

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地块。其次，要提前规划设计好茶园机耕路、

作业道等，以方便各类机械进出作业。有“飞防”需求的，还要

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茶园内绿化苗木及电杆栽植、空中线路设

置等，均不能妨碍“飞防”作业。其三，茶行设计要适应机械化

作业，有利于建园时机械施工及建园后机械管理、采摘。针对目

前新建茶园面积大，依靠人力中耕除草难度大问题，将茶园大行

距（闲行）扩宽到 1.4 米，同时在茶行两端按照“内环式”栽培

要求，预留 1.4 米宽机械行走通道，使用微耕机中耕除草，提高

作业质量与效率。另外，成园后的茶蓬面宽度，要和采茶机的作

业宽度相一致，以方便机械采茶。其四，要选用性状一致的高质

量无性系良种茶苗建园，确保移栽后苗全苗齐、生长健壮、整齐



一致，为机管、机采、机防，以及机械化加工奠定基础。

二要因地制宜对老茶园进行改造，使其适应机械化作业。竹

山县老茶园比重大，要提高其机械化程度必须实施改造。首先，

对面积较大的连片茶叶，要根据地形、地貌及茶园具体情况，规

划新修机耕路与作业道，必要时可以毁掉部分茶行，确保各种机

械“进得去、转得开”；对地形复杂、坡度过大，修建机耕路或

作业道难度较大的茶园，可改为修建更适合山地的运输轨道，使

用轨道运输车方便快捷地把肥料等运到茶园深处，把鲜叶运出茶

园。其次，要结合修剪对茶园行间进行清理，同时将茶行两端保

留两排茶树、向内砍掉数株，在茶园形成“内环式”通道，以方

便机械作业和掉头。其三，对老茶树要进行管理改造，采取整形

修剪、松土施肥、防病治虫等措施，使其逐步达到机械采茶标准。

三要着力提升茶农组织化程度，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要实现

“机械化”，首先要实现“规模化”。目前推进茶园规模化经营需

要“两手抓”，一手抓土地流转，促进茶园向能人大户集中，走

规模化、专业化经营之路；一手抓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将分散

的茶农组织起来，进一步形成规模、壮大实力。只有这样，才便

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购买或租赁更多的农机具。同时茶园

连成一片后，才便于机械作业，提高工作效率。

四要加快适合山区的茶叶机械引进、示范和推广。对新型茶

叶机械，一方面要指导农机销售企业抓好引进、试验，通过试用、

比较，从中筛选出适合竹山不同地域、环境使用的机型、机种，



同时加大宣传与示范、推广力度；一方面要通过调查，进一步摸

清茶农的现实需求，针对茶叶全程机械化中茶园管理、鲜叶采摘、

病虫防治等薄弱环节，与科研单位、生产企业协作，研制、开发

出更适合山区使用、更受茶农欢迎的机型、机种。要充分发挥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的导向性作用，引导茶农或茶企合理购置涉茶机

械，减轻购机负担，促进茶叶机械的推广和普及。

五要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培养茶叶机械化人才。针对茶叶

种植中建园、修剪、采摘、防治等环节技术性较强，茶农迫切需

要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这一实情，要引导、支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成立专业化农机服务队伍，加强对农机操作人员的

培训和指导，培养一批经验丰富、责任心强，能够熟练操作、使

用和维护各种涉茶机械的“机手”，为茶农或企业提供便捷、高

效的专业化服务，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个茶产业提质

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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