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 3 月 23 日讯 23 日早上 6
点，56岁的即墨鳌山卫街道办鳌角石
村茶农于瑞芬来到茶田大棚，开始了
茶叶采摘工作。早报记者探访了解
到，青岛头茬大棚“明前茶”即将上
市。头茬春茶产量极低，一亩茶田只
能采摘半斤鲜茶，每斤鲜茶的收购价
在 80 元左右。茶农介绍，崂山、即墨
等地的大田春茶一般在4月中旬开始
采摘。

大棚“明前”春茶开采

一场春雨过后，加快了大棚春茶
的生长速度。在鳌角石村千亩茶棚
内，嫩绿的叶芽被摘下来时还带着露
珠。连日来，随着气温平稳上升，崂
山、即墨等地的大棚春茶陆续开始采
摘。“青岛本来很少有‘明前茶’，自从
茶农采用套温棚种植方法后，茶树在
清明节前就会吐出嫩芽，这个时候就
可以采摘明前春茶了。”青岛鳌福茶场
经理、鳌福高效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李
建道介绍，由于大棚内的温度较高，所
以每天早上6点开始采茶。现在头茬
春茶产量特别少，再过一周，第二茬、
第三茬春茶的产量会翻好几倍，到 4
月初，亩产量将达到百斤以上。

记者了解到，鳌角石村种植茶叶
已有 30 年历史。村庄专门注册成立
了专业合作社，注册统一的鳌福品牌，

带领茶农抱团闯市场，茶农每亩茶叶
年增收超过两万元。

“一芽一叶”是采摘标准

大棚茶和大田茶在采摘上有不小
的区别。由于温度高，大棚茶采摘前
先要把棚里的温度降一降，等到棚内
的湿气轻一些再开始采茶，这样才能
最大限度保持嫩芽的鲜度。为了保证
质量，茶叶都是根据“一芽一叶”的标
准来采摘。采摘完成后，首先要对鲜
茶叶进行晾晒，晾晒四五个小时后，再
进行机器或手工杀青。杀青的温度大
概在 200℃左右，具体火候需要炒茶
师根据经验来判断。杀青之后再进行
炒制，等回潮后再烘干一次就可以包
装了。

记者了解到，大棚明前茶往年一
斤能卖800到1000元，过了清明节，尤
其是大田茶上市以后，大棚茶的价格
还会大幅下降。据介绍，北方的明前
茶以大棚茶居多，崂山头茬大田茶产
量低，每斤能卖到5000元以上。

小小茶叶托起幸福生活

23日上午，记者在鳌角石村茶农
于瑞芬的 3 亩茶田里看到，大棚里的
温度保持在 25℃左右，几名采茶工正
在采摘茶叶。“我家已经种了快 30 年

的茶叶了，每年从清明节前开始一直
忙到秋季。”于瑞芬说，以前由于北方
气温较低，基本上采茶的时间都在清
明过后。3 年前，她采用了套棚种植
方式后，就能采摘明前春茶了。

“种茶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学会
了炒茶。”于瑞芬笑着说，从采茶到
炒茶全程提供“私人订制”，保质保
量还不贵，时间长了赢得了一批老
客户，每年一开春就有许多熟人来
收购春茶。依靠一片小小的茶叶，
于瑞芬一家开启了幸福生活。这几
年，于瑞芬又扩大了茶叶种植面积，
还规划着开发以茶文化为特点的民
宿和特色美食。

大田茶下月中旬上市

“今年春天温度适宜，又喜逢两
场春雨，崂山茶将迎来丰收。”崂山区
王哥庄梁家村茶农梁玉团介绍，一般
清明过后，地势较高的崂山露天茶园

里，便陆续萌发出嫩绿的新芽。休眠了一
个冬季、积蓄充足养分的崂山大田茶将迎
来开采时节。清明可谓是春茶价格的分
水岭，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过了谷
雨，春茶开始大量上市。

记者从崂山一些茶场了解到，王哥庄
街道是崂山茶叶种植的重点区域，三面环
山的向阳山区茶田能采到极少量的大田
明前茶，价格不菲。崂山土壤偏酸，海雾
较多，并且使用山泉灌溉，因此产出的茶
叶回甘较强，具有独特的香味。根据今年
的气温特点，预计到4月中旬，崂山大田春
茶将大规模采摘上市。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摄影报道）

早报3月23日讯 在平度市云山
镇南王戈庄村的设施樱桃大棚内，又
大又红的大樱桃在枝头上格外耀眼。

“大樱桃被誉为‘早春第一果’，从3月
中旬开始，我们镇上的大棚大樱桃陆
续红了，预计一周后，就可以开始大规
模采摘。根据今年的情况看，云山大
棚大樱桃将迎来丰收季。”云山镇果农
何洪礼说。

云山大樱桃声名远扬

3 月 23 日，在云山镇南王戈庄村
的樱桃大棚内，云山镇农机站的技术
专家正在对果农进行技术指导。果农
何洪林说，他家里种植了15亩大棚大
樱桃，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长势很不
错，“虽然还没有开始销售，我已经接
到不少外地客商的预订电话了，估计
红灯品种30—50元一斤，美早的价格
能达到 70—100 元，现在已经预订出
去了一多半了。咱们的大樱桃根本不
愁卖！”

云山镇自 1992 年引进大樱桃栽
培技术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种植历
史，已成为云山镇的支柱性产业。云

山镇素有“胶东大樱桃第一镇”“中国
大棚樱桃产业第一镇”之称，云山大樱
桃更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认证和“中国十大好吃樱桃”称号。

去年以来，云山镇突出抓好优势
特色产业，把大樱桃种植作为全镇农
业产业突破点和支柱产业倾力打造。
目前，全镇拥有大樱桃种植专业村47
个，种植面积 5.1万亩，其中设施栽培
2万亩、露天栽培3.1万亩，拥有先锋、
红灯、黄蜜、美早等30余个优质品种，
年产量达 3500 万公斤，产值 16 亿余
元。

云山镇有关负责人刘成芳介绍，
为了进一步抢占市场销售先机，镇上
大力推广先进的冬暖式大棚和冷媒休
眠大棚设施栽培，向广大果农推广“一
根红”优质矮化、密化品种，提高云山
大樱桃品质和产量及提前上市时间。
此外，为实现高效大棚设施栽培，镇政
府还先后出台土地流转、银企对接等
政策，从土地、技术、资金等方面予以
支持，推进大樱桃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发展，全力打造片区—产业园—
示范园—特色村—重点项目的一体推
进模式。

共创电商销售产业链

“除了实施专业化种植外，我们还进
一步壮大大樱桃产业，加大政府资金扶
持力度，壮大企业力量，借助线上线下销
售相结合的方式，全国近 80%的城市在
24小时内都能收到云山大樱桃，形成了
比较成熟互联网+运输链模式。”刘成芳
说。

云山镇现有铁岭庄大樱桃交易市
场，每年四五月份正是大樱桃上市的旺
季，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在此交易，
市场一派繁荣热闹景象。云山镇还成功
举办第三届中国大樱桃产业文化节，以

“醉美云山樱桃红了”为主题，包含线上
开幕式、农产品销售等活动，继续扩大云
山大樱桃知名度和美誉度，扎实推进青

岛洪润来大樱桃示范园和现代农博创意
园项目建设进度，有效拉动周边地区发
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赢。
云山镇还积极对接洽谈平度市智慧供应
链中心项目、大樱桃种植示范园项目等，
拓宽销路，搭建合作平台共创电商销售
产业链，着力提升云山大樱桃的市场知
名度和群众美誉度。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我们正
积极推进以大樱桃等为主导的优势特色
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
业链条。在整个产业链条建造中融入扶
贫元素，从新品种推广、技术指导、销售、
用工等环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云山镇党委相关负责
人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照艳 张郭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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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茶”绿了
崂山即墨等地头茬大棚春茶丰收
青岛茶产业托起乡村茶农幸福梦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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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果”红了
平度市云山镇大棚大樱桃陆续成熟
果农还没正式采摘已接到不少订单

扫码观看大
棚春茶采摘。
视频剪辑 刘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