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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综合

 强化科学技术支撑
●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和新品种培育，

建设一批区域性无性系良种苗木繁育基地。
●促进科研单位、推广机构和龙头企业合作，集中攻关高效栽培、

品质识别、绿色防治、灾害防控等关键技术。

 健全产业标准体系
●完善产地环境、品种种苗、投入品管控、产品加工、分等分级、

储运保鲜、包装标识、物流运输等关键环节标准的制修订，加强产业
计量测试体系建设，推进建设布局合理、指标科学、协调配套的全产
业链茶产业标准体系。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科研人员以科技成果入股茶企，建立健全科研人员校企、

院企共建双聘机制。
●加强茶产业推广技术人才培养，举办茶加工职业技能大赛，建

设一批应用技术实训基地。
●引导各类主体在茶产业全链条创业创新，引入现代管理、经营

理念、业态模式，培育一批茶产业领军人才、技术团队和企业家。

培育壮大融合主体
●支持茶企同业整合、兼并重组，推动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和上市融资，打造一批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茶产业领军企业。
●鼓励发展大型茶企牵头，合作社、家庭农场跟进，茶农积极参

与的茶产业化联合体，加强产销衔接和利益联结。

促进全链条融合
●引导各茶区统筹协调茶产业各环节各主体建设茶全产业链重点

链和典型县。
●推广“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生产基地”等经营模式，完善产业

链上中下游联结机制，形成“链主”企业带动，育种育苗、生产基地、
仓储设施、加工流通等各环节经营主体有机衔接、分工协作、协调配
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推动茶文旅融合
●开发“茶旅 + 民宿”“茶旅 + 研学”“茶旅 + 康养”等茶文旅

融合新业态，打造茶旅精品线路、精品园区和特色小镇。
●传承好茶艺、茶理、茶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好中国茶文化

故事，展示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茶文化传播和走出去。

提高要素支撑能力

促进产业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