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非遗女性传承人

“我的爷爷、外公都会制茶，我是浸
着茶香、泡在茶缸里长大的。”游玉琼生
长在武夷山市星村镇，这里素有“武夷岩
茶第一镇”之称，是武夷山地区的种茶、
制茶大镇重镇，是中国乌龙茶和红茶的
故乡，茶叶种植、制作历史悠久，清代以
来茶行云集、茶叶贸易兴旺，武夷岩茶从
这里行销全国各地，并经福州，沿海上丝
绸之路走向世界。但是，由于战乱等原
因，近现代以来，武夷岩茶一度消寂了
下去。

1985 年，游玉琼的父亲游永生抱着
“试一试”“为大家闯一条路”的决心，承包
了村集体的一家小制茶厂，命名为“永生
茶厂”（以下简称“永生”），而永生招来的
第一名工人，就是厂长的女儿——游

玉琼。
游玉琼从小耳濡目染，对制茶有着浓

厚的兴趣，对悠悠茶香更是有着一份常人
难以理解的感情。家里的茶厂一敲定，游
玉琼便立马辞掉了乡镇“吃公家饭”的工
作，对游永生说：“我要到厂里来上班。”那
一年，她17岁。

游玉琼最初只是在厂里帮父亲做一
些管理、后勤上的杂事。但没过多久，游
玉琼就发现，厂里没自己的技术，“制茶都
是靠聘请来的制茶师傅”。茶厂没有核心
技术肯定是干不长的。“我要学制茶。”游
玉琼对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岩茶制作工艺分为初制、精制两步，
其中初制工艺又有采摘、萎凋、做青、杀
青、揉捻、烘干等，精制工艺有拣梗与黄
片、分筛、复拣小梗与黄片、焙火、吃火等，
有大大小小二十道繁复工序，“光做青一
道，就需要人10多个小时盯住”，没有决心

与毅力，是坚持不下去的。游玉琼说：“茶
叶制作工艺有两个特点，一是季节性，采
茶制茶季需要 24小时连轴转，山场大、品
种多的，要持续一个多月。二是累积性，
上百个品种，今年做了，你要全都记住怎
么做，到明年能复制、改进，从学徒到技师
再到师傅再到大师，光是从‘不会’到‘入
门’就要三四年，没有再15年的积累，达不
到。因为很多女性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劳
动，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投进去，所以早
些年女制茶师很少。”

但游玉琼坚持了下来。在帮助父亲打
理茶厂的同时，她师从当地茶叶局技术员
王其贤、一代业内审评大师陈书省、大红袍
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陈德华等名师学习武
夷茶制作技艺，还向自家厂里的老师傅学
习，并常与自己的祖父、父亲探讨制茶工艺
的细节……一手拿账本，一手拿竹筛，厂里
的新品种研发、新工艺探索、新设备设计，

游玉琼都坚持在第一线参与。这条路，她
一走就是30多年。

机会从来只给有准备的人。1999年，
游玉琼在首届武夷山茶王赛中一举夺得
水仙茶王桂冠；2000年，游玉琼又蝉联水
仙茶王荣誉，成为至今唯一一位水仙茶王

“双冠后”；2006年，40岁的游玉琼入选首
批国家级非遗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成
为其中唯一的女性传承人。

打造“百年老店”核心竞争力

从到永生茶厂上班的第一天起，游玉
琼就有一个心愿，她要把眼前这个只有10
几个工人的作坊式小茶厂，“做成百年老
店。”

1990 年，游玉琼为永生申请了商标
——戏球。戏球商标采用带有浓厚传统
风格的“双狮戏球”图案，既代表了武夷山
著名景点“双狮戏球”，又指明了游家山场
的所在位置——八曲岸边的戏球坑。向
着百年老店迈开了第一步。

光有商标是不够的，百年企业关键
“靠企业核心竞争力”。游玉琼对茶企的
核心竞争力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她说：

“茶企的竞争力有两种，一种是技术竞争
力，比如摇青这个环节，老茶人说‘看天做
青、看青做青’，就是当时的温度、湿度、鲜
叶含水量来掌握火候，同样的茶青，不同
的人摇结果不同，里面就是技术；还有焙
火环节，运用不同的工艺，能焙出花香、花
果香等不同香型，这都是技术竞争力，但
技术可能掌握的人会不止一个，同种技术
也可能你掌握一部分，我掌握一部分，不
是独家的。而另一种竞争力更关键，就是
研发竞争力，也就是我常说的‘与众不同
的东西’，其中最重要，就是独特的品种，
是独一无二的。”

武夷茶有三个当家品种：水仙、肉桂、
大红袍。1998年，游玉琼开始培育研发一
种全新的、属于永生独有的金佛品种，为
此她专门在厂里成立一个金佛岩茶研究
所，从胚胎选育开始，她全部亲力亲为，与
一线师傅一起工作。2008年，一种兼有肉
桂高香和水仙醇厚，又具有自己独特香型
的金佛品种终于上市并一举成功，在多次
评审比赛中表现稳定而出众，获得了市场
的认可。从此，金佛系列成为了戏球商标
产品中的精品系列、拳头系列，更于 2013
年作为非遗传承人代表作成为国家博物
馆藏品，也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第二款大
红袍。游玉琼经过与茶叶品种专家多年
合作，又研发成功“玉琼”品种，与“金佛”
一起，成为游玉琼的代表性品种，也蕴含
着游玉琼对“百年老店”的一份坚守与
期许。

为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翅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
的国家，中国人加工、饮用茶叶及茶汤的
历史最早可以溯到先秦时期，是世界茶文
化的发源地，制茶业是不折不扣的传统产
业。但游玉琼作为传统行业中的“新茶
人”坚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条真理，
对于传统行当仍然适用，为传统产业插上
科技的翅膀，一定可以让它在现代社会中
飞得更高更远。

茶叶挑拣，是茶叶加工的一道前期工
序，就是按照一定标准，把采摘过的茶叶
中不符合要求的杂质挑拣出来去掉。传
统上这道工序需要完全依靠人工完成。
游玉琼说，2000年初，光永生一家，就要雇
佣挑拣女工超过 500名，常遇到人手紧张
的问题，而当时永生一年的茶叶产量“才
八九万斤”，季节性爆发增长的用工矛盾
十分突出。

2008年，苦于国内还没有厂家研制生
产茶叶挑拣机械的游玉琼找到了一家韩
国厂家，委托他们研制茶叶挑拣机。2009
年，茶叶挑拣机研制成功，达到了预期效
果。游玉琼在永生公司组织一场现场推
广会，省农业厅以及南平市、武夷山市有
关方面出席了推广会。推广会取得意料
之外的效果，经过现场演示，茶叶机械挑
拣引起了武夷山各大茶企的强烈兴趣，当
场就订购了十台。会后，还有许多家没有
订到货的企业，纷纷找到游玉琼，愿意付

租金请永生用机械帮他们挑拣茶叶。
茶叶挑拣机的成功，让国内厂商看到

了传统茶企对现代化技术改造的热情和
市场，纷纷跟进，很快就研制投产了国产
茶叶挑拣机。国产茶叶挑拣机挑拣净度
能达到 98%，加上政府农机补贴，价格只
有进口机器的 40%，真正做到了价廉物
美，在所有茶区全面推广开来。

茶叶挑拣机的成功，只是游玉琼实践
自己为“传统行业插上科技翅膀”信念的
一个缩影。

多年来，游玉琼在研发新型茶技专用
机械的道路上不断开拓，使永生在传统行
业中率先迈入全流程全自动生产的行列，
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和提
高。1999年，当武夷山地区所有茶厂都还
在传统人工采茶时，游玉琼就上马了武夷
山第一台采茶机，开展机械采茶，前不久，
永生公司与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合作研
发的新一代采茶机已经通过工程试验，采
茶效果可以达到乌龙茶标准采摘要求，完
全可以媲美人工采茶；2001年，游玉琼拥
有了闽北地区第一条乌龙茶生产流水线，
茶叶的精制过程全部实现自动化流水作
业；2009年，游玉琼又通过集成创新，试验
成功了武夷山第一条毛茶生产流水线，并
获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011年，游玉琼
电脑做青控制系统研发成功，再次获批国
家专利；现在，游玉琼正在与留学英国主
修大数据技术的儿子一起，探讨如何使大
数据“嫁接”武夷制茶工艺的保护、传承。

我们问，您为什么对科技这么感兴
趣？游玉琼回答说，主要不是兴趣的问
题，是时代要求我们这么做。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武夷山茶产业时，提出了“要统
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
文章”的期望和要求。“三茶融合”是茶产
业发展壮大、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总书
记说出了我们每个茶人心声和心愿。

留住一份“妈妈的味道”

踏入茶界30多年，游玉琼说：“我最看
重的，还是非遗传承人这个称号。因为对
于我来说，它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时
刻在提醒我：你有责任把这个传统传下
去。”

因此，游玉琼投入大量精力在制茶工
艺的科技改造的同时，非常注重保留武夷
茶传统的“韵味”。由她一手调教，得到了
游玉琼制茶技艺“真传”的儿子方舟这样
评价她：“妈妈有时候真是个‘传统控’‘味
道控’。”

武夷茶的味道是什么？什么是传统
的武夷岩茶？这个问题，许多武夷资深茶
人都在思考、总结。游玉琼说：“武夷茶的
传统，从制茶的角度来说，就是使用传统
工艺制作、冲泡出来的，带有果香特征的
茶，这就是武夷茶的传统，是一辈辈老师
傅摸索总结出来的，它就在那里，不以你
喜欢不喜欢为转移。”

“茶叶，还有那个传统技艺，都是充满
生命张力的。”游玉琼把每次制茶都当成
一个与有生命的东西链接、交流的过程，
她从内心亲近茶、感受茶、体验茶，用双手
接触生命，用内心与老茶师们一代代传承
提炼出来的传统技艺进行深入交流。她
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传统的认可。”

平时有客人来，游玉琼总会找机会给
客人们泡上一泡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制作
的武夷岩茶。喝茶是一种心境，一种理
解，是一种生活方式，里面有大智慧。游
玉琼与客人们纵论茶道，谈古论今，总可
以找到让人们接受、喜欢上传统武夷茶的
方法，“传统茶艺是自然的、纯粹的、美好
的，能让人们得到最大程度的精神满足，
因而也一定是大众的。它与创新并不排
斥，传统是魂，创新是形，相伴相成。”

游玉琼不止一次回忆小时候围在大
人身边泡茶、喝茶的情景，那种“儿时的味
道”至今还留在她的舌尖。这种体验，游
玉琼希望一代代后人也能体会到：“三百
年、五百年后，当有人想喝最传统的武夷
茶时，我们家的茶厂，就会有这么一帮人
能做出来。就像妈妈的味道，永远萦绕在
你的味蕾中，不会消散，让所有喝茶的人
都记住武夷山的味道是怎样的。”

（特约记者段晓川）

游雄峰出生于福清市宏路街道石门村一普通农民家庭，
是土生土长的福清人。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成为
当地两家知名企业的技术干部，潜心研究工控系统软硬件开
发、嵌入式芯片应用开发，到2009年与同道朋友创办自己的
科技公司并兼任技术总监，30年来，游雄峰坚持深耕技术领
域，走专精特新的科技创新创业道路。

从“技术男”到创业者

游雄峰的身上具有典型的福清人气质。福清从唐初开始
建县，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天生精明勤奋，在自己的领域不断耕耘、坚持不懈，游雄峰便
是如此。早年家境贫寒，求学之路对他而言比别人更多了一
份艰辛，但他一直坚守“熬夜读书不算辛苦、求知之路改变自
己的命运”的信念苦苦求索，坚定地走上“技术男”路线。

大学毕业后，游雄峰回到家乡福清，加入当地最大的一家
纺织企业，负责技术工作及软件开发等，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
员成长为企业的技术总监。后来，他又进入福清的知名企业冠
捷电子，任设备部主任，继续在企业技术研发的道路上前行。
这两段工作经历，为游雄峰的专业技术知识实践、积累与提升
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他后来走上技术创业道路创造了先决
条件。

2009年，游雄峰帮助广东一家纺织机械生产厂快速解决
了新产品自动化生产控制技术难题，他由此萌生运用自己在
企业长期探索和积累的工作经验，转而开发自主技术品牌、进
行自主研发创新的想法。当年10月，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
同成立福建宏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生产纺织经
编机械数字化装备产品，完成了从“技术男”到创业者的蜕变。

公司成立之初，面临着纺织业软硬件系统领域，德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的产品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局面。游雄峰在紧盯
纺织机械领域国际前沿技术发展，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追求技
术进步的同时，敏锐地捕捉到国内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在价
格、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和机遇，研发出自主品牌的高端经
编机械核心数控系统，积极跟进市场、贴近服务，公司产品迅
速获得业内认可。他主导的科技产品研发项目，不仅得到
2013年度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立项扶持，
荣获2014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还入选2005—
2015年度中国经编行业十大科技成果奖，为中国纺织经编行
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核心产品支持。

勇攀技术领域新高峰

2016年，在纺织机械领域不断取得技术进步，产品研发和
生产、销售和服务不断推进的基础上，游雄峰大力扩充技术研
发队伍，吸收国内知名高校的工科博士等高端技术人才，投入
微电子芯片领域的研发与生产。他认为国家科技发展的方
向，就是科技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他紧跟国内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的形势，时时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
科技等领域发展的动态，依据科技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企业
研发和技术进步的方向。

当年，微电子芯片在国内生产领域的使用还不紧张，2020
年以后，我国的微电子芯片购买和使用受到了国际上领先国

家的打压，一度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游雄峰领导的福建
宏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 3年多前，就在纺织领域的微电子
芯片研发和生产上做了布局，采用国产芯片替代欧美芯片，有
效地应对国际国内形势。

游雄峰的科技企业一直坚持沿着专精特新的道路不断前
进，与东华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国内纺织相关领域的高校科
研院所开展深层次合作，大力吸纳专业领域的高端人才。
2018年，福建宏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获评为专精特新企业，
2021年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创业的道路虽然艰辛，但游雄峰凭借着福清人的精
明强干、坚持不懈的特质，闯出了一条符合自身企业发展的路
子，在纺织机械研发、微电子芯片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绩。

回首创业路，游雄峰感谢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数字经
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以及省、市各级政府的重视，给科
技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春天。游雄峰认为，促进纺织机械行业技
术进步，帮助行业运用智能制造推动高质量发展，才是一名真正
的企业家该做的事。

2017年起，游雄峰连续当选福州市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人
大代表。他始终把科技创新带动智能制造、引领纺织经编业
高质量发展作为代表履职的重要方向，帮助福州市数十家纺
织企业完成技改，推动这些企业花最少的投入实现产能最大
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组织研发人员，完成全自动KN95
口罩机控制系统编程，一个月内口罩机就实现投产，为抗疫事
业做出企业贡献。他还时时关注福州市的人才引进培养工
作，在推动人才公寓建设等方面提交代表建议，有效促进相关
人才政策、措施的出台实施。此外，他热心公益事业，担任国
家科技部、福建省人才专家评委，福州市创业导师，以及福建
技术师范学院理事会理事等社会职务，履行一名企业家的社
会责任。

由于在技术研发和创新创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游雄峰
先后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福建省高层次
人才、福州市优秀人才等。游雄峰表示，未来企业将进一步加
大研发投入和产品推广力度，为中国纺织行业智能制造的发
展尽一份力量。 （特约记者王日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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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人才、省高层次人才、福建

宏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游雄峰

岩骨茶香竞风流

“没有什么事情比做茶更让我有兴趣。”游玉琼说。 ——题记

——记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才、省高层次人才、武夷山市

永生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游玉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