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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有有统统一一品品牌牌，，茶茶厂厂各各自自为为战战
本地茶业发展面临不少困境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提起山东茶，不少人只会提到日照青和崂山绿茶，烟台本地茶
的认知度并不高。烟台本地茶种植成本高，无形当中也给销售带来
不小压力，这对本地茶业的发展很不利。业内认为，只有提高本地茶
叶的知名度，多元化发展，才能提高烟台茶叶的竞争力，让烟台茶叶
为更多人熟知。

困境一

品牌知名度都不高，大小茶厂各自为战

“烟台茶产业是最近十来年才逐
渐发展起来的。”烟台市林业技术推广
站副站长张兴泽介绍，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烟台有过种植茶叶的尝试，但由
于栽培技术不成熟等多方面因素，未
能成功。2001年起，通过技术攻关，解
决了烟台地区茶树种植的技术难题，
并逐步推广，烟台茶产业开始第二次
起步。

张兴泽介绍，目前，烟台茶叶产区
主要分布在海阳、莱阳、蓬莱、龙口、莱
州、招远，牟平、莱山等县市区，总面积
约在18000亩左右，其中海阳仅2013、
2014两年，就计划发展10000亩，进入稳
产期的茶园约8000亩左右。

相对山东其他茶区，烟台茶产业
虽然起步晚，但起点较高，因此，生产
的茶叶质量好、种植茶叶的效益高，但
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烟台茶的知名度不高。”张兴泽
说，尽管有关组织和政府部门采取各
种措施，在宣传和推介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一些茶叶合作社也通过烟台果
蔬会宣传自己的产品，但是力度远远
不够，销量的增加幅度远远低于产量
的增加幅度，严重影响了茶农、特别是
无加工能力茶农的种植积极性。

张兴泽说，目前茶产业的发展缺
少一个统一的品牌，是一种各自为战
的状态，没有形成合力。目前烟台市大
小茶厂30家左右，茶叶品牌不统一，宣
传和销售各自为战，加工和定价也没
有统一的标准。

“烟台茶叶协会在烟台绿茶统一
品牌方面做过努力和尝试，但效果并
不是很明显。”张兴泽说，长此以往，很
容易形成恶性竞争，不利于烟台茶叶
的持续发展。

困境二

成本高卖价高，也有茶农愁销路

“烟台本地茶的种植成本比较
高。”海阳市丹露春茶场负责人钱树国
说，目前海阳绿茶是整个烟台茶叶的
主力军，但种植成本比较高。

钱树国介绍，本地绿茶种植的纬
度高，气温低，所以茶树都是种植在塑
料大棚内的。一个大棚的塑料薄膜加
上支架和人工费用，就需要1万元左
右，此外还有肥料和人工成本，一亩地
需要7000元左右。

钱树国说，进入采茶季，采摘一公
斤茶叶，还将为工人支付65元的工资，
所以海阳绿茶的成本就比外地茶高了
不少。成本高了，卖价就贵，而外地对
海阳绿茶的认知度又不高，给销售带

来不少困难。“尤其是前几年，很发愁
产品销路，直到最近几年才慢慢好起
来。”

“前几年往外送了不少茶。”钱树
国说，他的茶场发展还算好的，现在销
售得很不错，去年总共销售了200万
元，利润在80万元左右，但是前几年的
光景并不好。当时有很多茶叶卖不出
去，他就四处拿来送人，几年送出去的
茶叶价值百万元，无形当中让更多人
品尝到了海阳绿茶的滋味，销路才慢
慢打开。

钱树国说，目前销路问题还困扰
着不少茶农，只有销路上去了，整个产
业才能得到大发展。

如如何何解解困困境境，，专专家家提提对对策策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对策一

先叫响品牌，茶产业才能发展

据了解，虽然烟台本地茶业发展
较快，认知度却不高，提起山东茶，不
少人想到的就是日照青和崂山绿茶。
烟台茶的名头却少有人知，无形中给
产业发展带来不小影响。

“还是应该打造本地茶的品牌。”
海阳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悦燕
说，目前本地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品
牌，一直是本地茶业的一块痛处。

王悦燕说，作为烟台茶叶的主
力军，海阳市近些年来一直在推动
茶业的发展，这两年来每年都投入
几百万元用于发展本地绿茶，争取
加大种植规模，成为一个叫得响的
品牌。

据介绍，“海阳绿茶”的商标被南
方一家茶企注册，现在海阳当地正在
和商标主管部门协调，希望推进商标
的建设工作，同时正在加快地理认证
产品的推进工作。

“制定生产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
素。”王悦燕说，现在海阳市内一共有
20家茶叶生产企业，取得有机认证的5

家，取得QS认证的只有3家，所以制定
一个统一的生产标准也很重要。

此外，海阳还在一些大城市举办
海阳绿茶的推介会，积极参加外地的
茶博会，提高知名度，只有提高了知名
度才能使海阳绿茶乃至烟台茶叶得到
整体提升。

对策二

发展茶文化，产品多元化

“还应该加强本地茶文化的推
广。”海阳市茶文化协会秘书长吕德强
说，海阳茶业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与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目标还有
很大差距。必须实施名牌带动，把各家
的无序经营转换成统一有序的市场占
领。

吕德强说，除了树立品牌，还应
该延伸产业链，发展海阳的茶旅游
等，开发茶旅游产品，开辟茶文化、
茶观光、茶休闲等旅游线路，兴建特
色茶馆，增添城市休闲内涵，提高城
市品位，这样才能让海阳绿茶深入

人心。在茶叶企业当中，文化才是精
神内涵，只有从种植、销售到消费各
环节有机地统一起来，烟台本地茶
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还应该加快茶产品的多元化。”
吕德强说，随着市场上对红茶的需求
度增高，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加工红茶，
销路也很不错。

海阳市丹露春茶场负责人钱树国
说，去年他的茶场生产的红茶占据了
60%，而且很畅销，通过茶叶产品的多
元化发展，无形中也提高了本地茶叶
的竞争力。

25日，海阳前辛治村丹露春茶场，几名采茶女工在大棚里采摘明前茶。
见习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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