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22日上午，日照检验认证有限
公司与日照岚桥港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日照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岩、岚
桥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林代表双方在协议
上签字。日照检验检疫局负责人，中检集团山
东公司负责人，山东岚桥集团负责人出席了
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此次双方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和
深化，合作领域延伸到双方的检验鉴定业务
合作、信息互通、业务技术支持、大项目研究
合作、全面开展疏港货物监视衡重业务等方
面，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开展全面合作。

此次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得到了
日照检验检疫局的大力支持，进一步促进了
日照CCIC与岚桥港务有限公司的交流与合
作，为实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发
展提供战略方向；双方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相互合作，推动港口的现代化建
设；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CCIC的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CCIC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开
创了新的经营模式。

协议签署前，日照检验检疫局负责人与
山东岚桥集团负责人举行了会谈，并就支持
港口发展、加快港口对外开放和港口检验检
疫取制样设施进行了调研。

(日照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林秋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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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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3388757与我沟通。 (主持人：李清)

本报“绿茶馆”欢迎来坐坐

关关系系客客户户少少了了，，日日照照红红茶茶销销售售遇遇冷冷
业内人士建议制定统一生产标准，搞好品牌建设

本报记者 李清

10月下旬，日照绿茶的生产期正式结束。秋冬季节，注重保健养生的市民多愿意饮用红茶，
随着日照红茶知名度的逐步提升，很多中小茶商开始加入到红茶生产、销售的行列中。但由于
缺乏成熟的制作技术和固定的销售渠道，很多茶商反映，今年的红茶行情没有去年好。

业内人士表示，想要扩大日照红茶的销售规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挺重要，还需要加强
品牌建设。

红茶有暖胃功效，是一款温
性茶，注重保健养生的人们多在
秋冬季节饮用。每年的秋冬季节，
日照红茶就到了销售旺季。

日照红茶自2009年在日照面
市以来，随着销售额度的增加，知
名度逐步打开。不少中小茶企也
看好日照红茶市场，因此从2012

年开始，制作红茶的企业呈快速
增长趋势。

11月26日，记者走访了多家
茶叶企业和茶叶商铺。多数茶商
反映，今年的红茶销量没有去年
可观。尤其是进入秋季后，销售额

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
宋先生从事茶叶加工销售

已有十几年时间。据他介绍，去年
他通过培训学习到了红茶的加
工工艺，去年炒制的一千多斤的
红茶很快就卖光了。由于看好红
茶的市场行情，今年他又生产了
三千多斤红茶，眼看销售旺季已
经到来，客户的预订情况却明显
不如去年。

批发业务占据茶叶生意六
成以上的周先生介绍，他是去年
才开始涉足红茶制作的，他主要
做高端红茶，价格在600元/斤以

上。去年生产的不多的红茶很快
就脱销了，但今年红茶却有点卖
不动。

随后，记者调查了日照市区
其他几家中小茶企门店后发现，
多数普遍反映今年红茶的销售
不乐观。一业内人士分析，由于红
茶售价略高于绿茶，对于日照绿
茶这种主流茶类而言，尚属新茶
类。另外，红茶的销售并不主要走
市场，而是通过关系客户销售。而
今年受到相关政策的影响，这种
销售渠道变得不固定，因此也导
致红茶销售遇到瓶颈。

销售旺季已到，预订客户却不多

26日，记者又走访了日照东
辰茶叶市场，受制于鲜叶市场的
鲜叶提供量，很多茶叶企业的生
产规模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固定
了，这也客观造成了部分企业难
以扩张。

更主要的因素是一些茶叶
制作作坊的价格打压和外地茶
叶对本地茶叶市场的冲击。宋先
生以批发茶叶为主，而批发的茶
叶也大多是他位于岚山区碑廓
镇的茶厂生产的。在2003年，茶叶
产量就已达到三万斤，这在当时
算是规模比较大的茶厂了，而受
上述因素的影响，他不敢贸然扩

大规模，这也导致10年来他的茶
厂的产量一直没有提升。

经营茶厂十几年来，宋先生
虽然有自己的品牌，但他并不太
重视品牌建设。据他介绍，他销售
的茶叶多是成箱包装，多数并不
标注自己的品牌，多是以普通日
照绿茶的名义走茶叶批发市场。
全年近100万的销售额中，用于包
装等的成本只有不足两万元。

据悉，一些曾在茶企从事过
茶叶加工的工作人员，很多走出
来自主创业，由一些小的茶叶作
坊做起。他们生产出的茶叶质量
挺高，由于没有税费和门店等费

用，茶叶价格也不贵，这就会对中
小茶企造成一定的冲击。

对此，一些茶企老板表示，应
该加强市场规范。他们也从自己
身上找到了问题，“不论是生产绿
茶还是红茶，茶企本身应该注重
茶叶品牌的运营，只注重眼前利
益，不考虑长远发展，虽然有短期
的收益，但会一直被运营成本更
低的小作坊制约。同时还要注重
茶叶文化氛围的营造，增加产品
附加值。以更高品质和更浓郁的
茶叶文化内涵，将自己和一般茶
叶生产机构区别开来。”一业内人
士说。

部分中小茶企对品牌建设重视不够

需制定统一制作工艺标准
另外，记者调查发现，很多

茶企制作红茶的标准并不统
一。红茶的发酵时间和发酵温
度等，各公司的参数差别较大。
一些茶商反映，他们还会根据
客户要求对红茶制作的温度和
时间给予调整，以满足不同客
户对红茶口感和外观的不同要

求。虽然没法形成自身的红茶
特征，但是能获得短期效益。不
过他们也表现出自己的担忧，
不少红茶客户常因自己的加工
技术问题另改他家。

因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在
没有统一制作标准的情况下，
日照红茶整体进步有些困难。

“各商家拥有自己的红茶
口味是市场需要，但是日照红
茶要像红茶。制作标准差异过
大，没有形成日照红茶的固定
特质是不行的。红茶的制作工
艺还需要有关部门的统一规
范。”一位在日照从事红茶加
工和研发的茶商说。

本报11月26日讯 (记者
李清) 23日晚，在济宁医学院
日照校区，一场以“炫我青春
武舞奇迹”为主题的晚会成功
上演。日照圣谷山茶场与济宁
医学院茶学社联合表演的茶艺
表演博得满堂彩。

整场晚会动静结合，古典
舞、爵士、街舞等舞种轮番上
演，嗨翻全场，而日照圣谷山茶
场和济宁医学院联合演出的茶
艺表演，则为本次演出带来了
茶文化的视觉盛宴。在悠扬的

韵律伴奏下，身着传统茶艺服
装的六位茶艺师，边讲解边冲
泡圣谷山冰心片，让人赏心悦
目。随后，茶艺师将冲泡好的茶
水端送给现场观众，让他们一
品美茗。

据悉，济宁医学院茶学社
成立于11月10日，是日照首个
大学生茶学社团。该社团是济
宁医学院与日照圣谷山茶场共
同成立的。继“后山茶园采茶活
动”以来，本次茶艺表演是茶学
社首次公开进行茶艺表演。

采茶花大赛
济宁医学院茶学社近日在该校后山茶园举办“后山茶园实践

比赛”活动。近百名该校社团联合会成员参加此次活动。学员们通
过采摘茶花一较高下。

据悉，茶花具有凉止血、散淤消肿、降压、降血脂等功效。随着
人们对于养生的重视，茶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通过此次比
赛，在校大学生深深体会到了茶农的艰辛，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实
践能力。 本报记者 李清 摄影报道

日照首个大学生

茶学社举行茶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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