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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加工工》

前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加强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建设。农业技能型实用人才是实施人才兴农战略的重要力量，在推广农业技术、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带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活跃农村市场、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等方面都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竞争力增强的目标，关键在于提高农业
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在农业行业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无疑是提
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强就业能力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为更好地适应农业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的需要，提高培训质量，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联合颁
发的农业国家职业标准的规范要求，组织全国种植业、农垦、农机、渔业、畜牧、兽医、饲料工业、
乡镇企业和农村能源等领域的百余名专家、教学人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共同编写了这
套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教材。这套教材针对农业各职业（工种）的特点，突出了适用性、实效性和
规范性，注重总结农业生产实践中的经验，较好地反映了各职业（工种）的技术特征、现状、发展趋
势和地域差异，实现了知识与技能的有机结合。并按照从业人员不同职业等级的要求，简明扼要、有
针对性地介绍了所需知识，详细、具体、清晰地描述了技能要领和步骤，明确细化了重点、难点和关
键内容，达到了既能使学员掌握报考职业等级的基础知识、技能，又能触类旁通，扩展知识面、提高
技能水平的目的。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教材，既适用于各鉴定机构组织培训和申报农业职业技能鉴定的
人员使用，又可作为农业从业人员上岗培训、转岗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基本教材，对各
类农业职业学校师生、相关行业技术人员也有较强的参考价值。我相信，这套教材的出版，对于推动
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的开展，规范和提高培训鉴定质量，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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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加工工》

内容概要

《茶叶加工工》在相关职业的规范下，以提高职业技能、发展加工行业为导向，集初、中、高级茶叶
加工相关知识于一体，对茶叶加工工行业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与规范。《茶叶加工工》由农业部人事劳
动司、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托并组织编写，可供从事茶叶生产加工的人员职业技能鉴
定培训使用。
书中涉及茶树、鲜叶的相关知识，中国六大茶类的相关加工技艺，茶叶安全、贮藏、精加工、深加工
等方面的内容，可作为茶叶加工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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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加工工》

章节摘录

插图：二、茶叶有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功能茶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廉、
美、和、敬”、“理、敬、清、融”及“以‘大朴’为核心”的茶文化精神，这些精神指引着茶文化
的发展与传播。因此，茶叶被赋予了发扬传统美德、展示文化艺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促进民族
团结、表现社会进步、发展经济贸易等和谐社会的功能。1.传承文明传统美德，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
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的具体表现。中国茶叶所带来的茶文化
精神，具备有社会进取的积极特征，是几千年来沉积下来的结晶。茶是中国的骄傲。以茶育人，学习
茶科学，弘扬优秀地传统文化，寓教于乐，在良好的氛围中，培养祖国新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
在敬茶中，可以展现对老人、长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顺，对同学的友谊。2.陶冶情操当今社会，商
品大潮汹涌，物欲膨胀，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这些会导致人压力增大，情绪烦躁。而茶文化是
雅静、健康的文化，它能使人们紧绷的心灵之弦得以松弛，继而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3.协调人际关
系  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
汰的社会现象使人与人之间多讲利益、效益。相较之下，人情较为冷漠，人际关系趋于淡漠。茶楼、
茶艺馆的设立，为朋友相聚、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提供了场所，因此，以茶会
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4.促进社会和谐以“和”为核心的茶道精神，提倡和诚处世，以
礼待人的处世原则。这对人们建立和睦、尊重、互相关心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思想保障。因此，茶具有
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5.丰富文化生活茶文化是应付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市场竞争下，
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都可以通过参与茶文化活动，
使精神和身心得以放松。茶文化是一门积极且有意义的学科。茶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
品鉴名茶、欣赏茶具、食用茶点、观看茶艺，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丰富了人们的
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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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叶加工工》：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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