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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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8995273与我沟通。 (主持人：李清)

本报“绿茶馆”欢迎来坐坐

鲜鲜叶叶一一天天降降价价两两次次，，茶茶农农挺挺惊惊讶讶
早上还是85元/斤，中午降到60元/斤，不同市场之间也有价格差

本报4月16日讯(记者 李清)

岚山巨峰镇新建的薄家口鲜叶交
易市场，目前已经建设完工，将于4

月25日正式投入使用。据悉，该市
场覆盖周边约5000亩茶园，将是日
照市最大的茶叶鲜叶交易市场。

薄家口鲜叶交易市场其实之
前已经存在，不过场地设施比较
简陋，而新建的市场就在老市场
附近。4月16日，记者来到新建的
薄家口鲜叶交易市场内，看到已
经有茶贩在此置摊收鲜叶了。据
一位茶贩介绍，自从市场建设完
工后，由于地面平整且可以遮蔽
阳光等优势，茶贩早早将在老市
场的摊位挪到这里了。

据了解，该鲜叶市场将覆盖
薄家口村及周边村约5000亩茶
园，带动100余家茶叶加工户实现
规模化发展。该市场预计实现鲜
叶年交易量1304万斤，交易额1 . 96

亿元，增加农民收入0 . 38亿元。
新市场占地 3 3亩，总投资

1085 .86万元，分三期建设。其中包括
建设6000平米钢架结构大棚和建设
4000平米沿街商业房。目前三期建
设工程已经完成。据介绍，4月25日，
该地将举行正式投入使用仪式。

据了解，该市场还建有日照市
其他鲜叶市场所没有的鲜叶检测
系统，能够对茶叶鲜叶进行质检、
卫检检测，保证产品符合质量标
准。

日照最大茶叶鲜叶

交易市场建设完工
鲜叶价格变化大

中午比早上降不少

16日上午十点，众多带着鲜叶的
茶农，在薄家口鲜叶交易市场与商
贩们讨价还价，好不热闹。

从事茶叶加工多年的王先生正
在与一茶农议价，当天他收购的鲜
叶价格在60元至70元之间。

前来出售鲜叶的一位茶农挺疑
惑，“早上不还是85块钱一斤的吗？怎
么降了一二十块钱？”

据悉，16日8点之前，薄家口鲜叶
交易市场的鲜叶价格还在80元左右一
斤。“当时多家大型茶企都在此收购
鲜叶，每家收购量都在500斤左右。”薄
家口市场内一位从业者说，“露天春
茶上市初期产量较小，大型茶企收购
了多数鲜叶，保证了价格。”

9点以后，多数大茶企收购完鲜叶
后离开，市场上收购鲜叶的多是一些
普通商贩，价格也开始回落。11点，已经
降到70元一斤。而一芽三叶的鲜叶更
便宜，只能卖60元一斤。

薄先生是薄家口村一位地道茶
农，他与老伴劳作一天，能采鲜叶四
五斤。他介绍，昨天他就遇到价格两
度跳水。“早上来卖，好的鲜叶卖能
到90块钱一斤，十一点多的时候，就
80多元一斤了，下午就跌到了70元一
斤。”

大企业先收购价格高

小商贩收购时价格低

对此，巨峰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巨峰茶园露
天春茶并未大面积上市，只有少数

成规模的茶企开始生产绿茶。从初
期少量上市到大面积上市这段时
间，价格波动较大属于正常现象。

他解释，由于茶叶加工需要数
小时的摊晾过程，多数茶企选择早
上收购鲜叶，下午加工。所以早上供
应需求大，价格就高。随着多数茶企
收购完成，鲜叶供应受到少数茶贩
的控制，价格有所下降。下午更甚。

同时，他反映，随着气温的上升，
露天春茶近期将大面积上市，日照市
具有规模的茶企也将陆续加入投产。
届时，鲜叶价格会出现回升。“茶企们
对原料的高标准要求也有利于市场
上原料的标准化采摘。”他说。

不同市场也有价格差

大市场价格有保证

自露天春茶上市以来，巨峰镇农
业技术推广站经常走访巨峰各处了
解茶叶市场行情。他们反映，即使在
巨峰镇辖区内，同一天不同地区的鲜
叶价格也有差距。4月15日上午，巨峰
镇政府以南某一处小型茶叶市场，鲜
叶价格只有60元左右一斤。此时后黄
埠鲜叶市场价格则在70元左右一斤，
薄家口鲜叶市场则高达85元一斤。

他们总结道，“越是大型鲜叶市
场，价格越有保证，在田间地头售卖
的鲜叶多受到茶贩的控制，价格普
遍不高。”

“这说明大型茶叶鲜叶市场对茶
叶产业的重要性，除了能规范市场外，
更能保证价格与收益。”巨峰镇农业技
术推广站工作人员说，据悉，去年他们
对巨峰镇茶园的收入进行调查，发现
巨峰镇每亩平均收入是6800元，而薄家
口村每亩平均收入在两万元左右。

自4月4日第一批露天春茶上市至今，岚山区
巨峰镇露天春茶价格浮动较大。

16日上午，记者走访巨峰镇后黄埠鲜叶交易
市场和薄家口鲜叶交易市场，发现两市场同等质
量鲜叶价格每斤相差超过10元。而在同一市场，
一天之内，鲜叶价格波动也挺大。

后黄埠茶园内，一位茶农正在采茶。
本报记者 李清 摄

本报记者 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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