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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工 会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启新程启新程工工 聚同心聚同心会会

1月15日，在茂名市先有田荔枝产业

种植基地，林秋怡在荔枝林巡视，通过观

察果树来花情况，预估今年基地3000多棵

荔枝树将迎来20多万斤的丰收。林秋怡

是广东泽丰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称为

“泽丰园”）的一名技术员，作为公司的技

术骨干，她带领团队攻克荔枝保鲜难题，

推动产业升级，先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广东好人”等荣誉

称号。今年当选为广东省工会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代表。

从大量滞销到国际突破

2018 年，茂名荔枝遭遇丰产不丰收，

供过于求，出现了大量荔枝滞销的情况，

林秋怡看在眼里很是心疼。为此，她利用3

年多的时间，通过参加国际展会，学习国际

贸易知识，针对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努力

学习保鲜加工技术。林秋怡和团队成员一

步一步地打开了企业自主出口海外渠道市

场，扩大了销售需求。林秋怡团队坚持以

高于市场价的每斤0.8元—1元的价格收购

农户荔枝，同时大量收购荔枝鲜货，作为原

料来加工速冻荔枝和冻干荔枝产品。

林秋怡回忆道，2015年公司引入冻干

技术时毫无经验，经历两年多反复试验，报

废大量原料后，最终攻克无添加保留荔枝

原味的技术难关。2019年首试空运出口失

败，团队发现温度控制是关键，遂建立全程

冷链体系，2020年成功将新鲜荔枝空运至加

拿大等国家和地区。2024年，公司更成为广

东首家获批日本出口资质的荔枝工厂。

日本对荔枝蒸热处理要求极高，需在

50分钟内将果心温度从30℃升至41℃，再

保持46.5℃达10分钟，随后6小时内降温

至2℃冷藏40小时。林秋怡介绍道：“哪一

个时间段的温度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这

一批货都算不合格，不能出口，这一批货

也就报废了，就得重新加工。”

推动农业工人实现科技转型

作为新经济组织的代表，林秋怡深刻

体会到农业工人岗位的特殊性。这些农

业劳动者既要懂种植知识，又要掌握加工

技术，肩负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任。

同时，农业工人的工作季节性强、劳动强

度大。采摘工人都是当地果农，年龄在

40—70岁之间，每到荔枝上市旺季，为了赶

在水果最佳采摘期完成加工，工人们有时

要加班到次日凌晨。对此，林秋怡为采摘

工人提供加班补贴、夜班餐食和专车接送。

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推进，越

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被林秋怡团队利

用到了农业生产中，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林秋怡团队通过建立荔枝标准化示范种

植基地，引入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智能喷

药机、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示范引领带动

当地及周边更多的种植户接受和采用新设

备、新技术去管理果园。产业升级的一系

列变化，让林秋怡认识到，农业工人的未来

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更需要技能的提升和

科技的赋能，农业工人正从传统的“面朝黄

土背朝天”向现代化的“科技农业”转型。

国内外双循环模式开拓市场

“荔枝确实太娇气，保鲜技术很复杂，

如果直接到田间地头去采摘做供应会很

辛苦，因为经验不足和认知不够，有些做

电商的有时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教训。”

针对电商时效痛点，林秋怡与顺丰、京东

合作研发分级保鲜包装，根据路途的远

近，做到了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到达

客户手中的荔枝都是新鲜口味。泽丰园

基地主要以国外市场销售为主，2016年实

行新冷链技术后，电商荔枝销售国内业务

增长了20%以上。此外，泽丰园基地在寻

求打开国外市场的同时，不断寻求和突破

国内市场新的需求点，开发新的品种，公

司产品已进入欧美多国，形成“国内精深

加工+海外鲜果出口”的双循环模式，扩大

了国际市场影响。

改写“荔”史！保鲜魔术师拓展甜蜜版图
广东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林秋怡：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

广东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张扬娣：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廖宇红

点亮“茶”光！妙艺茶仙子绘就馥郁长卷

“每一次参会，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学

习与进步。”2月16日下午，广东省工会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广东鸿雁茶业有限

公司首席茶艺师张扬娣抵达大会驻地宾

馆，向大会报到。再次肩负基层职工沉甸

甸的重托上会履职，张扬娣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我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积极传递职工群众心声。”

从新手到冠军 自创茶艺表演

近20年来，张扬娣一直在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粤北茶叶开发部、广东鸿

雁茶业有限公司从事茶叶销售、茶艺考评和

茶文化推广工作。这次参会，她也特意带上

英德红茶，向代表们热情邀约，“欢迎有空来

品品来自原产地的英红九号。”

张扬娣是地道的清远英德人。尽管生

于红茶之乡，但张扬娣的第一份工作却是

幼儿园老师。在进入茶行业之前，她对茶

知之甚少，甚至不喝茶。直至2005年进入

公司后，她才真正开始接触茶文化，逐渐培

养出对品茶、泡茶和茶艺的热爱，并通过自

学成为英德地区早期的茶艺师之一。

当时，英德茶行业还未发展出独特茶

艺，主要模仿其他产区，如潮州的泡茶方

法。但由于文化差异和茶类不同，“关公

巡城”“韩信点兵”等这些在潮汕地区流行

的泡茶技巧，在英德并未得到良好反响，

观赏性和品饮体验都欠佳。为此，张扬娣

自己创编了一套茶艺。

恰逢2010年广东省茶艺师技能大赛，

张扬娣主动参赛。“当时我就想着，我代表

的是英德，必须推广英德的茶文化。”她全

力以赴投入备赛：积极请教前辈，深入研

究外地茶艺表演的录像视频，观摩学习，

认真复习理论知识，精心创编茶艺文稿，

反复排练表演动作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她凭借自编的红

茶茶艺《红韵飘香》获得个人赛银奖，并被评

为“广东省技术能手”。第二年，再次参赛的

她，一举拿下茶艺生涯中的第一个金奖。

随后连续多年，张扬娣多次获得省市

级的茶艺师职业技能大赛金奖，斩获第四

届全国茶艺师职业技能竞赛个人赛铜

奖。2019年12月，张扬娣以优秀农民工代

表的身份当选广东省工会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代表；2020年，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

传承与引领 培育茶艺技能人才

在自身不断进步的同时，张扬娣也在

带动引领同行，共同推广英德茶产业。

2014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组建茶艺团队，张扬娣被聘为首席茶艺

师，负责茶艺团队的组建、培训、编创和文

化推广。此后，在公司工会的支持下，又

成立了以她为领衔人的女职工创新工作

室和劳模工作室。

“我的成长，离不开工会举办技能竞

赛的磨练，我也期望通过工作室这一平

台，将我的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

为英德茶产业培育更多茶艺技能人才。”

在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茶艺师大赛

中，张扬娣带领徒弟叶昌正在清远市选拔

赛自创茶艺环节折桂，并在决赛中夺得自

创茶艺第三名和综合三等奖。次年，她创

编的茶艺作品助力工作室成员在团体赛

中摘得一等奖。

近年来，经张扬娣指导创编的茶艺作

品，在国赛选拔中两获铜奖，在大湾区赛

事团体和个人赛中皆夺魁。

在她的“传帮带”下，越来越多新人茶

艺师成长为茶行业的高技能人才。工作室

现有6名职工获得晋升，3人获高级工程师

职称、5人被授予广东省乡土专家称号；3人

晋升为二级技师、1人晋升为一级技师。

在日常职责之余，张扬娣还开设公益

茶艺课程、组织公益茶会，积极投身行业

赛事评委工作，致力茶文化科普短视频创

作。她不断提高涉茶涉农新人才的培养

质量，积极助推清远五大百亿产业的茶文

化人才队伍建设。

代表声音

当好农业劳动者的“连心桥”

林秋怡：很荣幸当选广东省工会第十

五次代表大会代表，这是对我们农业产业工

人群体的肯定和鼓励，并将激励我们在农业

科技创新道路上继续前进。我将带着这份

荣誉和使命感，继续在农业领域深耕，把田

间地头的真实需求带上政策讨论桌，当好农

业劳动者的“连心桥”，为新型农业劳动者争

取更多技能培训资源和政策支持，推动科研

成果更快转化为生产力。

■林秋怡在先有田种植基地检查荔枝来

花情况。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摄

培育技能人才助力茶产业发展

张扬娣：“这次大会我将关注职工技

能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的问题，建议增加

技能培训投入，帮助职工提升技能，适应

产业升级需求。”张扬娣表示，接下来，将

探索以茶为载体，将清远当地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瑶绣壮锦、龙塘陶器陶艺、传统

音乐和舞蹈与茶文化相融合，创作出具有

清远本土特色的新茶艺文化，以为推动广

东省乃至全国的茶文化事业发展贡献自

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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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娣。 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