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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咱咱济济南南本本地地的的茶茶园园去去看看看看
本报记者 殷亚楠

国庆节即将到来，

不少市民在为准备走

亲访友的礼品而劳神，

同时许多外地游客想
从济南带回点本地特
产，又不知道带些什

么。从8月下旬到10月

上旬是各种秋茶集中

上市的时候，今年济南

也有自己的秋茶了，不
但有绿茶，还有了自己

的红茶。

28日，记者来到济

南目前唯一一处茶叶
生产基地——— 长清区
万德镇马套村的灵岩

茶园，看看济南本地的

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王光营 通

讯员 李肖鹏) 五龙潭公园在北区扩建工

程中于秦琼故宅旧址上恢复重建了秦琼祠，

将于9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

据介绍，秦琼祠位于五龙潭公园北

部，毗邻公园西门，总占地面积1200平方

米，其中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整组建筑为

唐代风格，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布局，有

正殿、东廊、西亭廊及大门，大门外建有影

壁与建筑呼应。秦琼祠采用传统的祠堂装

饰手法，充分发掘了秦琼“忠、孝、义、勇、

信”精神。

正殿内秦琼塑像由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雕塑系主任李霁教授主持完成，两侧
悬挂着吉常宏先生撰写的龙门对楹联。

塑像高3 . 6米，身披戎装，手持令节，根
据国家军事博物馆专家提供的图片资料

制作。

东廊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于新生教

授手绘的《贾家楼聚义图》铜腐蚀浮雕，浮
雕两侧南北墙壁各镶嵌3米高、0 . 8米宽的

碑刻。南面墙刻有关于“图形凌烟阁”二十

四位功臣的诏书，北面墙刻有山东省图
书馆原馆长、文史专家任宝祯先生考据

集成的《秦琼事迹年表》。东廊内自南

向北还依次布置了《隋末农民起义形势

图》、《唐初统一战争示意图》、《秦琼征

战形势图》。西亭廊处主要以线描石刻为

主，突出了“秦彝托孤”、“临潼救驾”、“当

锏卖马”、“幽州认姑”、“走马金堤”、“计降

敬德”等十个情节。

年产万斤绿茶

今年又添红茶

时值各种秋茶集中上市，在

近期一些部门的展会活动中，记

者了解到，其实济南有本地茶，

而且今年还刚刚有本地红茶上

市。不过，本地茶园很少，目前只

有济南灵岩茶园一处茶叶基地。

28日，记者来到位于长清区

万德镇马套村的灵岩茶园，这

里茶种实验基地共有茶园一百

六七十亩，合作社茶农园地四

百多亩，还有别处茶园，面积

有上千亩。茶种实验基地里，

几个大小不等的地块上有福顶

大白、龙井43号、安徽熟茶早等

多个茶叶品种，有的茶树五六十

厘米高，有的不过十厘米高，都

在地里绿油油地随风摆动。从马

套村的大路往灵岩山脉马套山

桃花峪走，山路旁边不时能看到

农户们的茶园。

灵岩茶园负责人董庆国介

绍，这时刚刚摘完秋茶，再过几

天就要往茶树上盖大棚准备越

冬了。今年的绿茶产量在一万多

斤，今年3月份，该茶园新上了厂

房和设备，又试验性地自己生产
红茶，刚收了200多斤。

种茶不容易

投资数百万

董庆国说，从1999年到2005

年，他在长清大学科技园范围内

种了几年茶，后来转到现在的这

个位于泰山后山、灵岩风景区内

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植被覆

盖率高，雨水多，昼夜温差大，

非常适合茶叶生长。茶叶适于

在土壤偏酸的地区生长，他便
先后投资数百万元，改造了茶叶
基地的土壤，找挖掘机、人力一
天就要花掉一万多元。在地块上

挖去几十厘米的土，往坑里填上

有机肥。

灵岩茶园按照每斤茶叶170

元左右的价格向合作社农户收

茶，农户们每亩地收入可达一万

五千多元，比种植山楂、柿子、枣

等果树收入高很多。记者在桃花

峪的山路两边看到许多山楂树

上挂满了果子，可是没人摘，附

近农户说他们刚摘完茶，现在又

在摘板栗，山楂才卖几毛钱一
斤，所以就都不管了。

“因为气候原因，济南的茶
园人力和管理成本比南方稍高，

现在基地绿茶每斤成本就得两

三百元，上市的价格也不便
宜，而红茶就更贵了。由于景

区产茶的特性，现在灵岩茶主

要走高端市场，在济南机场有

专柜，给南郊宾馆、舜耕山庄

等特供，还被济南市政府用作

招待茶。”不过，董庆国说，

下一步他们还会扩大种植面

积，初步计划在五千亩园地规

模，在济南市区也在筹备开办

直营店。

国庆节前后

秋茶集中上市

五龙潭公园改造完成

秦琼祠重建

今日开门纳客

建国初居民订婚照、改革开放前居民全家合影的照片、

个人上班工作照……28日，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展出

了从居民手中征集的百余张老照片，让居民感受改革开放以

来城市发生的变化，其中一居民拿出40年前的全家福“秀”

现在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杨淇越 摄

晒老照片

看新变化

茶农正在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