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度“日照绿茶”
十佳企业评选开始报名

“三个确保”加快电网建设改造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王波)

当前迎峰度冬日益临近，五莲县供电
公司严格执行里程碑计划，确保工程进
度。强化小型、分散和低电压建设改造
工作现场监督管控，确保工程安全。严
格工程质量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全力
以赴打好电网建设改造攻坚战。

抓好“四个环节”强化员工培训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王
波 汤建玲) 今年以来，五莲供电
公司抓好培训需求调查、项目策划、
项目实施以及效果评估四个环节，掌
握员工培训需求，合理编制培训计
划，有效落实培训项目，员工队伍素
质得到明显提升。

发挥安全督察队职能
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控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王波
曹君伟) 五莲县供电公司充分发挥安全
督察队的安全督察作用，采取明察暗访
的方式，深入到基建、检修等各类作业现
场，对安全措施布置、工作票填写、人员
精神状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安全督察，
管控作业风险，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开展业务技能培训
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王洪波) 五莲县供电公司内强素
质、外树形象，针对行评新形式、新
方法，加大对生产技能人员、营业
窗口和抢修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
提高业务技能，提升优质服务水
平，提升客户满意度。

开展行风建设
优质服务自查自纠工作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王洪
波) 进入 10 月，五莲县供电公司结合
客户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对照行风
建设、优质服务、安全生产等工作标准
和要求，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存
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
施、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扎实做好计生工作

确保计生工作无差错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林西
玲) 近日，五莲县供电公司完成了公
司管辖范围内的已婚育龄妇女“电子
档案”工作，对已婚育龄妇女的管理更
规范更便捷。该公司一贯重视计生工
作，已连续 25 年无违法生育现象，计划
生育率、节育措施落实率均达 100%。

加强培训

全面提升职业素养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林西玲
赵志刚) 10 月 19 日，五莲县供电公司

对全体调控人员进行专业知识考试，这是
对调控人员专业水平的又一次提升。为让
员工队伍专业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得到
全面提升，该公司制定了五项有力措施，
确保全员培训率和学习覆盖率 100%。

严查偷窃电

维护社会正常供用电秩序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林
西玲 汪冰) 10 月 10 日，五莲县供
电公司联合县公安局共同查处了一
起窃电案件，追补电量 369 千瓦时，
追补电费及违约使用电费 807 . 23

元。截至目前，查获偷窃电案件 16

起，维护了社会正常用电秩序。

现场熟悉设备

确保新建站送电安全

本报 10 月 22 日讯(通讯员 林
西玲 王志诚) 10 月 18 日，五莲县
供电公司组织有关调度人员前往新
建 35 千伏管帅变电站，进一步了解
新上设备的性能以及特殊接线方
式，为该站下一步启动运行提前做
好准备工作，确保新站安全投运。

重阳节走访慰问离退休职工

本报 1 0 月 2 2 日讯 (通讯
员 林西玲 陈燕 ) 九九重
阳节到来之际，五莲县供电公
司班子成员分头到离退休老
职工家中走访慰问，向他们送
去公司党委的亲切关怀和节
日祝福，并送去慰问品和慰问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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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专栏

本报专栏“绿茶馆”栏目开张了。我们将会用新鲜资讯和权威
说法，解读日照绿茶做大做强的产业发展之路，记录日照绿茶的点
滴，欢迎您来做客。您若有关于日照绿茶的新闻线索，可拨打
15898995273 与我沟通。 (主持人：李清)

本报“绿茶馆”欢迎来坐坐

本报记者 李清

“浓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
零露霑如醉，残霞照似融。”

在位于烟台路的六艺茶馆
中，茶艺师马倩在向顾客解说赵
佶的这篇《夏日诗帖》里的诗句。

“宋徽宗赵佶在治国方面虽然没
什么成就，但是在琴棋书画方面
却样样精通。他的瘦金体独步天
下。这幅《夏日诗帖》就是他的代
表作。”

一次偶然机会

走上学习茶艺之路

马倩现在是曲阜师范大学
的一名大四学生，学习政治学和
行政学。她从大一开始接触茶
艺，目前已经是六艺茶道学校里
从业三年的茶艺师了。

回想起与茶艺结缘，一向文
静的马倩打开了话匣子。马倩来
自蔬菜之乡寿光，从小性格就十
分内向，不爱说话。来到日照上
大学后，因为没有什么特长，每
每遇到学校的联谊活动，她总没
有勇气展示自己。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加入的“猗兰传统文化学
社”通知大家将举行一次国学讲
座。这次讲座上，六艺茶道学校

的校长，日照茶文化协会副秘书
长翟文伟给大家讲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国学课。在课上，茶道学
校学生为大家带来了茶艺表演，
马倩和很多同学都被其中温婉
秀丽的表演所吸引。于是她和其
他不少同学报名参加了六艺茶
道学校的培训课程，成为六艺茶
道的第一批学员。

当时还是茶艺门外汉的马
倩与同来的 10 名同学一起，经
过了系统的学习，逐步成长为一
名合格的茶艺师。现在其余的 9

名学生多数都在准备考研，只有
她还在学习茶艺，而且越来越痴
迷。“大家开始都是因为好奇开
始学习茶艺。渐渐进入状态后，
你会发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
推着你，不断往前走，有时练习
两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茶是有灵气的，我们拿到
的茶叶都是经过种植、管理、加
工等一系列程序才得以变成一
壶茶，所以我们要给予每粒茶叶

该有的礼遇。”她说。茶是苦的，
我们可以通过泡制去除茶叶的
苦涩，将茶叶的香气开发出来。
在生活中，茶叶也成了她很好的
知己。每当遇到烦心事，她总能
通过泡一壶茶来平静心气，调节
自己。

走进国学殿堂

变得平静又自信

“我庆幸自己有这么好的学
习机会，可以通过学校的支持以
及与很多茶艺大师近距离接触，
学习到精湛的茶艺，并喝到最好
的茶叶。”回忆起与茶痴林志老师
的学习，让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品
到了一壶好茶。“那是一款 2006 年
产的大红袍，汤色明亮、口感醇
厚，特别香醇。喝了以后让人记忆
犹新，特别美。”马倩说道。

由于具有丰富的茶艺表演
经验，马倩先后多次参加茶艺比
赛，均获得不错的成绩。目前她

已经是一名茶艺培训师，能够给
新入门的茶艺师讲课。她说，学
习茶艺以后，她内向的性格得以
改变，开阔的视野和茶艺清高淡
雅的底蕴让她自信起来。

“茶艺带我走进了国学殿
堂，它给予我自信和平静。”她
说，学习了茶艺后，也让她有了
更多展示的机会，与更多人进行
心灵的沟通。

她介绍，刚开始学习茶艺，
就是练一些动作。逐步熟练以
后，就可以把茶艺的六要素融为
一体，通过自己的感觉把茶艺词
说出来。最后在得韵后，泡茶就
不单纯是为了表演，要实在地感
悟这杯茶。“茶都是苦的，如何泡
得不苦，关键在茶艺师。”

马倩向刚入门的茶艺师传
授经验时说：“泡茶需要依靠经
验，需要泡茶人把茶艺表演抛
开，还需要把心里的杂念也一并
抛开。静坐静气便可以与茶结
缘，茶在，心便在。你也在。”

本报 10 月 22 日讯(本报记
者 李清) 10 月 22 日，记者
从东港区茶叶技术协会了解
到，为了宣传推介“日照绿茶”，
促进茶企更好发挥维护“日照
绿茶”品牌形象的示范作用，带
动日照绿茶产业发展，东港区
茶叶技术协会决定开展 2013

年度“日照绿茶”十佳企业评选
活动。

该评选活动的实施方案已
经出台，参加评选的茶叶企业
需具有以下条件：

1 . 协会批准使用“日照绿
茶”中国驰名商标标识的资
质。

2 . 在以往的经营中，自觉遵
守《“日照绿茶”中国驰名商标
使用管理规则》，自觉使用“日
照绿茶”中国驰名商标标识和
防伪标识。

3 . 年产销日照绿茶在 5000

斤以上的日照本地茶叶企业。
4、通过省市电视台、报刊、

网站等媒体，积极开展宣传报
道。

5、积极从事茶叶生产加工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包

装的研究开发，不断提高茶叶
生产的科技含量。

6、企业产品具有较高知誉
度，在国内外茶叶质量评比中
荣获奖项。

7、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
类茶事活动。

8 、本年度纳税 5 万元以
上。

9 、茶叶生产加工无安全
事故发生，产品抽检全部合
格。

10、企业无违法行为。
符合条件参选的茶叶企

业，需将相关证件材料于 10 月
30 日前提报到东港区茶叶技术
协会审核。

据悉，本次评选活动将采
用专家评审、社会问卷的方式，
进行综合打分，其中专家评审
评分占 60% 、社会问卷评分占
40%，得分最高的前 10 名当选
“日照绿茶”十佳企业。

对此，对评选出的“日照绿
茶”十佳企业，东港区茶叶协会
将优先推荐政府表彰和政策扶
持，茶叶也将优先享受技术和
信息等相关服务。

本报 1 0 月 2 2 日讯 (本报
记者 李清 ) 随着深秋的来
临，今年的日照绿茶鲜叶采摘
基本结束，茶叶加工也将告一
段落。今年全年日照绿茶的总
产量已经基本固定。1 0 月 2 2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
年日照绿茶总产量估计比去年
增加 10% 以上，茶农收入较去
年提升不少，绿茶销售也是历
年来最好的。

春茶产量大价格高

保证总产量和收入

2012 年底，国家关于三公
经费管理的“国八条”政策出台
后，高档茶、礼品茶遭遇最冷冬
天。南方茶叶上市后，南方各名
茶均有大幅度降价。

在这样的环境下，日照绿
茶春茶开市后价格却“低开高
走”，鲜叶价格一度达到 160 元
每斤。因倒春寒，鲜叶上市后品
质较往年有很大提高，较高的
价格持续了较长时间。

据专业人士分析，2013 年

日照绿茶采收季节内总体气候
较好，春茶没有遭受冻害灾害，
即使有短期干旱天气，但并没
有对日照绿茶产量造成较大影
响。据了解，今年的春茶比去年
同期增产 20% 左右，特别是第
一轮春茶，产量占春茶总产量
的 60% 。

据了解，今年岚山区增加
成龄茶园一万亩，全市增加超
过 15000 亩。“由于成龄茶园的
增加，雨水调和，春茶质量较好
等因素，今年茶农的收入也增
加了。”岚山区茶叶办公室工作
人员介绍。据统计，今年鲜叶的
收入也由去年每亩平均 6 0 0 0

元提升至 8000 元。巨峰镇薄家
口村是日照市重要的茶叶种植
基地，全村有 1400 亩茶园，今
年该村光靠种植茶叶，人均年
收入就达到一万元。

更多茶企涉足红茶

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与有 47 年历史的日照绿
茶生产加工经验不同，日照红

茶作为只有 5 年生产经验的衍
生产品，所占市场比例并不大。
但红茶的市场却被普遍看好，
据统计，岚山区自 2009 年出现
生产加工红茶的企业以来，目
前日照已有 12 家大型茶叶企
业可以加工生产销售红茶，红
茶销量逐年增加。另外，越来越
多的中小茶叶企业开始涉足红
茶加工，薄家口村 40 多家茶叶
加工厂中就有近 10 家从事红
茶加工。

“大型茶叶企业多重视红
茶生产质量，主打产品声誉。而
中小企业甚至作坊从事红茶加
工的加入，则可以更好地保证
红茶产量。”一位从事茶叶研究
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

家住薄家口村的王先生
从 事 茶 叶 加 工 十 余 年 ，三 年
前，他从朋友那里学习到如何
加工红茶的技术，目前他每年
生产的红茶已经达到 1000 斤。

“ 红 茶 的 市 场 行 情 是 比 较 好
的，如果能够进行生产技术的
普及和统一，相信产能提升会
更加明显。”他说。

今年日照绿茶秋茶鲜叶采摘季基本结束。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
日照绿茶总产量估计比去年增加 10% 以上。据了解，今年春茶产量大，价
格高，保证了茶农的收入，每亩平均收入达到 8000 元，比去年增加 2000
元。

今年绿茶比去年增产10%以上

好好年年头头，，茶茶农农亩亩收收入入涨涨了了22000000元元

一一名名大大四四女女生生的的三三年年茶茶艺艺之之路路

马倩在进行茶艺表演。

茶人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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