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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黑色茶服，发梢微
白，  岁的张杰坐在四四方
方的茶桌前，不紧不慢地泡
着一壶茶。滚烫的开水与微
蜷的茶叶碰撞交融，氤氲的
雾气里蒸腾起清幽茶香。他
慢条斯理地倒上一杯，细细
咂了一口，像是在品味自己
的人生。

扎根沪郊，闽北茶人打造“本帮茶”
掀开申城茶叶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种植的扉页

昨天，在第38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

际，2023年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季

开幕式举行。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

会、上海市民政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

海市志愿者协会、上海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

会、浦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上海报业

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

“六个我践行”在基层
自2019年上海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工作以来，“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季”已连续开展五年。在每年历时三个

月的服务季期间，全市平均开展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主题活动1.5万场，参与志愿者17万余

人次，服务群众超过450万。全市上下通过搭

建平台汇聚力量、条块联动整合资源、网上网

下同频共振、志愿服务惠及群众，让时代新风

新貌可触可感、城市精神品格成风化人，营造

了“人人起而行之、处处守望相助、时时共情

共鸣”的生动图景。

今天，为期三个月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季再次启动，全市上下将围绕“传播理

论我践行”“凝心铸魂我践行”“市民修身我践

行”“弘扬新风我践行”“涵育文化我践行”“志

愿服务我践行”等“六个我践行”主题，广泛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数字地图“一键三联”
今年，市文明办和东方网、市测绘院联手

打造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

务线上线下融合地图，赶在这个激情澎湃、精

彩纷呈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季到来之际，倾

情推出。今后，市民群众可以通过手机查阅

数字地图，精准定位身边文明实践和学雷锋

志愿服务阵地，并通过线上搜索功能实时了

解身边的文明实践活动信息，就近就便参与

感兴趣的活动，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触手可

及。实体纸质地图也将发放至全市文明实践

和志愿服务三级阵地，供市民群众取阅。

打造文化实践样本
自今年10月以来，市精神文明办联合本

报，在前期命名授牌了全市35家新时代文明

实践和志愿服务示范中心的基础上，以“城市

文明 实践样本”为主题，在全市范围组织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示范中心媒体

采风行动。

截至目前，新民晚报春燕行动志愿服务

队深入浦东、长宁、金山、普陀、静安等区，

生动呈现了文明实践在申城蔚然成风的崭

新气象。活动现场，发布了上海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和志愿服务示范中心媒体采风行动

阶段性成果。在接下来整个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季期间，“春燕行动”志愿服务队将深入

基层蹲点采访，持续挖掘群众身边故事，形

成各具特色的宣传视频，从不同角度讲好

“文明实践在上海”的精彩故事，助力打造

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

想最佳实践地。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本报春燕行动全面开展“城市文明实践样本”采风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商业行业

杰出人物”“金山区鑫工巧匠”……纷繁的标

签与荣誉里，令张杰印象最深的是“茶界的愚

公”。11年前，他扎根于上海金山，用3年时

间，培育出了上海“本帮茶”，开启了上海茶叶

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种植。从0到1的转变背

后，蕴含着这位闽北茶人日复一日的匠心与

坚守。

与茶的不解之缘
出生于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张杰自小

在茶山脚下长大，家里有茶园，是个名副其实

的“茶二代”。从懂事时开始喝茶，茶早已流

淌在张杰的血液里，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从建阳茶叶专科学校毕业后，张杰先后

在顺昌县茶叶局、顺昌县农业局工作。在此

期间，他带着课本里学到的知识，跟随茶农学

习种茶，向茶厂炒茶老师傅学习以提升做茶

技艺，“水分、温度、空气、湿度等因素的微小

差异，都会导致茶叶品质的不同。我拿着笔

记本记录用料、比较口感，从实践里摸索出了

一套制茶的方法论。”

上世纪90年代，不安于平凡的张杰带着

妻子一路北上，在哈尔滨经销茶叶。而哈尔

滨气候严寒，时常大雪纷飞，作为南方人的张

杰始终难以适应。于是，2003年，带着茶叶销

售赚下的第一桶金，张杰夫妇在春暖花开的

上海开启了新征途。

“梦想家”与“本帮茶”
“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张杰眼里，上

海四季分明、适宜居住，更重要的是，这座城

市不仅拥有着开放、创新、包容的品格，还极

具分寸感，“人与人之间能够保持礼貌而舒适

的距离。”

唯一的缺憾是，自古以来，上海地区被认

为不适宜种茶，只佘山一处山坡上种了二三

十亩的兰茶。制茶的情怀使然，张杰梦想着

为上海培育新品种的本土茶。听闻他大胆的

想法后，许多朋友和同行纷纷“劝退”，甚至有

人称他为“茶界的愚公”——在上海种茶，无

异于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张杰的骨子里总有着一份倔

强，他深知这是一场胜算未知的仗，但他偏不

认输，先是变卖了名下的房产与店铺，筹措资

金，再是到崇明、浦东、奉贤等地接连考察，终

于在金山枫泾镇下坊村找到了一块超过300

亩的“风水宝地”，“这片地不仅日照、雾期、温

度、湿度等适合茶苗生长，而且四面环水，打

着灯笼都很难找到。”张杰感慨道。

这片地并非尽善尽美，茶树喜微酸性的

山区黄土，而下坊村的土质并不具备如此条

件。为改良土壤结构，张杰从福建山区购置

了80万株优质茶苗，又从浙江长兴茶园购置

了近5万吨山区黄土，深埋约60厘米，让茶树

幼苗在熟悉的环境里成长，再扎根于上海肥

沃的土壤中。

凭借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张杰不断钻研

摸索，克服各类种植难题，终于在2015年孕育

出了上海的“本帮茶”新品种——“沪茶一号”

茶树，并打造出市域内最大规模的茶园——

“沪枫茶园”，如今已实现了规模化种植，2万

余棵“沪茶一号”茶树长势喜人，散发着旺盛

的生命力。张杰用布满厚茧的双手轻抚茶

树，“现在，上海不仅有了自己的好茶，还拥有

了新的本土茶种！”

守好这一份匠心
掀开上海茶叶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种植的

扉页后，张杰夫妇扎根于金山枫泾，日日照看

这片茶园，还养了4条狗相伴。“现在我们在建

设生态有机茶园，不施加任何化肥与农药，春

浅锄、夏深耕，以茶园青草做肥，促进茶叶生

长的良性循环，保证茶叶的健康与品质。”

张杰介绍，沪枫茶园推出了“得泉茶”品

牌，以制作红茶与绿茶为主。其中，“得泉红

茶”被上海市茶叶行业协会两次评定为全市

唯一的“行业推荐特色茶”。“‘花香馥郁、色泽

乌润、蜜韵清甘、十多泡后仍有余香。’这是国

家一级评茶师对我们得泉红茶的评价。”说到

这里，张杰也递给了记者一杯得泉红茶，轻抿

一口，入口时清冽甘甜，唇齿间茶香四溢，令

人回味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张杰还收了两名“关门弟

子”，亲身传授制茶的诀窍要领。经过点拨

后，他们在第六届全国茶业职业技能竞赛中

崭露头角，一举夺得银奖。张杰欣慰之余，更

笑称“后继有人”。

“相比于喝茶，当代年轻人似乎更钟意咖

啡。”观察到这一现象，张杰语气里带着几分无

奈，“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我作

为制茶师，也肩负着固守与传承的责任。”说干

就干，在短视频平台上，张杰化身“茶农老张”，

通过直播向大众科普茶叶的基本知识，弘扬茶

文化，粉丝量已超3000。如今，他正琢磨着优

化直播形式与内容，吸引更多人关注茶、爱上

茶，“我要守好、守牢这份匠心，将这一技之长

留在上海，让上海茶香天下。”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季启动

■ 张杰在沪枫茶园“巡视” 受访者 供图

本报讯（记者 马

丹）天气晴冷，申城进入

“冷冻室”。早晨，晴空

辐射作用下，气温让人

瑟瑟发抖。市区徐家汇

站最低气温只有4.1℃，

郊区再刷新低，大都

在-3℃到0℃之间，有薄

冰或冰冻，其中，崇明最

低，只有-3.6℃。白天灿

烂阳光照耀，最高气温

逐渐向12℃靠近，但是

上升速度很慢，到上午

10时，全市气温普遍还

在个位数，阳光虽然明

媚，体感“冷”字当头！

不过，据上海中心气象

台预报，今天风力逐渐

减小，天气回暖即将再度开启，申城入冬倒

计时也将中断，秋天又一次击败冬天，重新

夺回季节“掌控权”。

据预报，明天早间，中心城区最低气温

仍只有6℃，城郊差异明显，郊区更低，在

1~5℃之间。白天继续晴到多云的模式，最

高气温回升至14℃，体感能更温暖一些。

由于11月中旬以来，天气多属于“干冷型”，

上海雨水稀少，特别干燥，11月下旬到今天，

降水交了白卷，火险指数居高不下。好消息

是，暖湿气流终于有音信了，下周一晴到底

的格局将发生变化。下周一和下周末前后，

本市分别有一次降水过程出现，终于将扭

转干燥的状态。暖湿气流的参与也让气温

缓慢攀升，下周工作日气温基本保持在6~

18℃之间。按照这个趋势，本周开启的入冬

冲刺可能只有3~4天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

10℃以下的标准，所以上海此轮入冬尝试可

能功亏一篑，还要再多享受一会儿秋天。

据国家气象中心统计，11月份全国平

均气温4.0℃，较常年同期偏高0.6℃。未来

几天，升温将是南北方共同的主题，局地可

能打破12月最暖纪录。气候专家表示，这

次大回暖后紧接着还有一次明显降温过

程，气温升得越高，跌得越狠。据预报，12

月将有4次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分别为

上旬前期、上旬中期、中旬前期、下旬中期，

整体和历年强度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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