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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1.企业规模 

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成立于 2006 年，位于太湖之滨，境内山清水秀、物产

丰富，是历史茗茶洞庭山碧螺春的原产地。主要生产“御封”牌洞庭碧螺春（绿

茶）和洞庭吴红（红茶）茶叶产品及东山特色农副产品等。 

2.企业治理 

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绿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

作技艺）的责任保护单位，是苏州市茶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吴中碧螺春茶叶

行业协会会长单位，苏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年销售额 2000 万元，年利润 300 万

元。近年来茶厂全力开展对国家级非遗项目实施继承和保护，大力培养洞庭山碧

螺春古法炒制的传承人，走传统手工艺生产与文化、科技、旅游、金融等行业相

结合道路，在创新与融合过程中谋求发展，并且始终坚持以做大做强企业，提升

“御封”品牌影响力为目标，不断完善企业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通过自有基地

的生产模式，严格按照《COC企业质量管理手册》，采用“六个统一”管理体系，

不断加快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和维护产品信誉，进一步扩大

企业产品的知名度。 

 

 

 

 

 

 

 

 

 

图 1文化部颁发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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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职教条件 

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在洞庭山碧螺春的原产地之一的东山碧螺景区内拥有

生产加工车间 2000 平方，原种茶保护基地 200 亩，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用于碧螺春炒制技艺的修复、挖掘和创新工作。 

4.企业沿革 

在洞庭山碧螺春原产地东山镇打造严介龙碧螺春制作技艺大师工作室，通过

对碧螺春炒制技艺文化展示长廊、碧螺春炒制技艺流程对外展示区、洞庭山碧螺

春品鉴体验区等工作室功能分区基础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炒制技

艺修复、推广、创新以及非遗传承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将工作室打造成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制作技艺宣传、展示窗口，另一方面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洞

庭山碧螺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为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展

起到示范模板作用。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1.参与办学的形式 

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从 2018 年与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为茶学

专业学生提供生产实践机会。每年组织两期碧螺春炒制技艺技术培训班，每年培

训炒茶师 10 名。每天都对学徒开放企业大师工作室和工作车间，进行集中性跟

岗实践和顶岗实习。在这里，除了学习炒茶的相关知识外，还将从鲜叶采摘，农

药检测、茶艺学习、茶艺表演、茶叶营销、到茶企管理、品牌保护进行系统性的、

who全方位的学习，及时将校园里所学到的知识、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在一起。 

2.生源分析 

在园艺科技学院茶艺与茶叶营销专业学生中遴选优秀学生，签订三方协议，

成功收取茶学专业 6名学生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学徒。采用小班制教学，分方向培

养，按照传统仪式，进行拜师学艺。2022 年 9 月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专业首批

20人西藏学生，2023年 25名学生分别来自云南、江苏、四川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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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的成效 

双方合作训练了一批优秀学生积极参加国家技能大赛、职业规划大赛、创新

创业大赛等活动，成绩喜人。王从安、李竹林 2位同学分别获 2019年全国茶叶

（绿茶）加工技能竞赛 暨“遵义红”杯全国手工绿茶制作技能大赛三等奖、优

秀奖。王从安以师父为榜样，在江苏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项目名称：

坚守非遗技艺，讲述中国茶文化）获得特等奖。 

 

 

 

 

 

 

 

 

 

 

 

 

 

 

 

 

 

 

 

图 2  现代农业技术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合影（严介龙前排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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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资源投入 

1.经费投入 

在专业建设方面，茶厂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用于碧螺春炒制技艺的修

复、挖掘和创新工作。企业相关设施设备无偿提供给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

科技学院用于学生专业实训及实习。 

2.人力资源投入 

每年组织 4 期碧螺春炒制技艺技术培训班，每年培训合格炒茶员 10名。 

社会培训及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参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指导高职院

校年轻教师、学生生产实践；每年参与教研活动 4次、开展讲座 2次；为学生提

供实践创新基地，实施现代学徒制等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项目，共建产学研合作平

台。为推广碧螺春炒制技艺，2018 年与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为茶

学专业学生提供生产实践机会。每年组织 2场碧螺春炒制技艺讲座，每年亲自教

学、授课课时达到 45学时，并定期到校指导兴趣班师生学习。 

 

 

 

 

 

 

 

 

 

 

 

 

图 3  参与茶叶相关课程及人培方案讨论 



 

第 5 页 

 

 

 

 

 

 

 

 

 

 

 

图 4技能大师工作室获苏州市人社授牌 

 

 

 

 

 

 

 

图 5 国家级中高职专业教师协同研修在“严介龙碧螺春制作技艺大师工作室”

举行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1.人才培养 

为学生提供实践创新基地，采用“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

担”的紧密型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开展现代学徒制等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项目，共

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参与当地“茶二代”的培养。举办“大师收徒”等碧螺春炒

制技艺的宣传及传承活动，成功收取茶学专业 6 名学生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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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校联合培养，为茶叶专业学生提供生产实践机会，联合指导的作品获 2021

年首届新时代研学旅行活动课程设计“二等奖”。每年参与教研活动 4次、开展

讲座 2次，为学生提供实践创新岗位 6 个，为茶叶专业学生提供生产实践机会。 

积极参加国家技能大赛、职业规划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结合生产新

工艺和茶产业发展趋势引导一批优秀学生参与相关项目，取得喜人成绩。指导茶

艺与茶叶营销专业在校生王从安、李竹林 2位同学手工绿茶炒制技术，与全国三

百多名行业选手同台竞技，分获 2019 年全国茶叶（绿茶）加工技能竞赛暨“遵

义红”杯全国手工绿茶制作技能大赛三等奖、优秀奖。王从安在江苏省第十四届

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项目名称：坚守非遗技艺，讲述中国茶文化）获得特等奖。

收徒的 6 位同学在 2020、2021 年全部成功获得中级茶艺师和高级茶艺师职业资

格证书。2022年王从安获第五届苏州市农业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优胜奖。 

 

图 6   严介龙大师收徒仪式 

 

2.专业建设 

企业与学院在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内开展合作，以培养一批“能吃苦、感兴

趣、有天赋的”的炒茶师为目标，校企协作重新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初

级、中级、高级培养阶段要求，学习碧螺春古法炒制技艺。与学校开展深度产教

融合的校企合作，参与修订《茶艺》《茶叶大讲堂》等专业拓展课程，并在学校

推荐下参与了 2021 年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制订工作的调研，并成功参与 2022年新

增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的申报工作，并在 2023年合作开展校企融合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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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学校东山校区 2000 平方米的茶文化中心建设，在此基础上协办学校成

功举办办苏州市“吴地工匠”职业技能系列竞赛，担任专家组委员。并为苏州大

学在校留学生开展茶文化体验活动，非遗大师工作室承接大中小学师生科普 500

余人，为中职农林牧渔类师资培养班上分享大师工作室建设经验，2020 年成功

入选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骨干成员，并获得教育部备案。 

3.师资队伍 

严介龙，1964 年 10 月生，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碧螺春工作组委员，

苏州市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洞庭山碧螺春茶业协会副会长，东山镇茶叶协会会

长，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董事长。2019 年被我院聘任为省产业教授。 

有近 40 年炒茶经验的严介龙，曾获得“都匀毛尖杯全国制茶大赛”特等奖、

“遵义杯全国制茶大赛”一等奖等 2 个国家级大奖，江苏省荣誉更是一大把，先

后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江苏省劳动模范”、

“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名人”、东吴杰出匠师等称号，作为一名本土茶农，同时

也是苏州市制茶行业领头人，严介龙多年来致力于碧螺春推广工作，成为吴中区

原产地碧螺春品牌宣传领头雁。经过与企业磋商，专业教师郝姗、陈君君与严介

龙大师结对，进行“双师”师资培养。 

4.课程与教材建设 

2023 年省产业教授严介龙大师承担我院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的茶加工专业

实训课程，并制定严格的课程授课计划。严大师从碧螺春茶的分级与炒制技术标

准、碧螺春茶的炒制模拟演练、碧螺春茶的采摘、碧螺春茶的炒制、碧螺春茶的

品鉴等 5个方面给学生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另外，严大师曾多次参与

和授受央视、新华社等国家级主流媒体采访拍摄，并出资自导自演古法炒茶微电

影《康熙御赐碧螺春》，为我院的课程资源建设提供的优秀素材料。严大师参与

制定 GB/T18957—2008《洞庭山碧螺春》和 DB32/T397-2010《洞庭山碧螺春采制

技术》2 个标准，成为我院加工实训课的课程标准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2023

年严大师和我院韩鹰、陈君君、袁卫明三位教师合作编写碧螺春相关著作一本，

正在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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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产业教授严介龙为我院师生开展加工实训课 

 

图 7产业教授严介龙带领实训学生采摘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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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我院学生为企业茶叶样品进行品质鉴定 

 

图 9 学生正在进行茶叶烘干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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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疫情期间学生在直播平台为企业进行直播销售 

 

 

图 11 实习学生在学习手工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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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产业教授严介龙给我院大一新生作专业介绍  

5.实训基地建设 

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在洞庭山碧螺春原产地东山镇打造严介龙碧螺春制作

技艺大师工作室，通过对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文化展示长廊、洞庭山碧螺春制

作技艺流程对外展示区、洞庭山碧螺春品鉴体验区等工作室功能分区的基础建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修复、推广、创新以及非遗传承体

系的构建，一方面将工作室打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制作技艺宣传、

展示窗口，另一方面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碧螺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为全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起到示范模板作用。茶厂 2022 年完成了培

训中心场地设施的新布置，增加机械化烘干机及发酵床各 3台，为学生企业实训

提供良好环境。同时我院茶文化推广中心依托大师工作室在 2023 年进一步加强

条件建设和优化功能，新增茶艺实训和加工实训相关器具和设备，并聘任赵双老

师为兼职管理员，进一步提升各个实训室的利用效率和社会服务功能。 

五、助推企业发展 

1.企业职工队伍建设 

企双方共同承担了国家职业技能大赛“2019 年全国茶叶（绿茶）加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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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 暨“遵义红”杯全国手工绿茶制作技能大赛”的培训任务，经过联合指导，

王从安、李竹林等 2位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技艺精湛，团结协作，出色发挥，荣

获 2019 年全国茶叶（绿茶）加工技能竞赛 暨“遵义红”杯全国手工绿茶制作技

能大赛三等奖、优秀奖。2020 年王从安、李竹林二位学生成为企业正式员工，

2030王从安在企业工作表现优秀，被提拔为企业总经理助理。 

 

图 13 校企联合指导获得全国绿茶制作技能大赛三等奖 

2.企业研发能力 

学院与企业联合成立洞庭（山）碧螺春传统炒制技艺工作室，依托茶博会、

园博会等平台，开展苏州传统制茶技艺系列专题研究。我院韩鹰、陈君君、袁卫

明三位教师与企业合作编写碧螺春相关著作一本。 

3.效益提高 

校企合作以来，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提升。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培

养，学生直接到企业就业，缩短了公司内部员工培训周期，降低了人工培训费用；

另一方面，借助学院在区域内行业、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了社会知名度，

提高了公司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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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和展望 

1.面临问题 

随着茶业行业快速进入科技化，智能化，工业化的进程，传统制茶技艺日渐

式微，面临着传统工匠队伍老化、传统技艺后继乏人等严峻问题，亟待加强保护

和传承。为深入贯彻党提出的“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弘扬工匠精神，加大对传统

技艺传承人的抢救保护力度，重塑和推广“师带徒”模式，培育壮大后备队伍，

通过组织学徒培养、建立传统制茶技艺培训与研究中心等方式，为后备人才培养

搭建舞台。 

2.未来展望 

①校企合作拓展东山学院绿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培训及研究中心 

加大企业产业工人培训，拓展苏州传制茶技艺系列专题研究内容和方向，实

现多项科技成果转化。 

②校企合作开发苏州传统制茶视频资源 

通过组织拍摄江苏传统制茶技艺传承人、中国制茶大师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等的访谈和工作实景，建设数字化学习平台。并建设网站进行网络传播、学习讨

论。 

③校企合作共建共享世界碧螺春茶文化技艺研究中心 

依托东山产业学院，联合建设 1000 平方米以上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洞庭山碧螺春茶研究中心，从茶树品种资源、栽培技术、制茶工艺、品牌建设、

文化弘扬等全方位进行保护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