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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4月末5月初，位于省城张庄路
的济南茶叶市场上，不仅日照绿茶
专卖店，就是许多其他品牌的茶叶
店，都在自家门前打出广告“日照绿
春茶最新上市”，价格也从每斤数十
元至上千元不等。

老家在日照的王庆军来济南工
作一年多了，习惯喝日照绿的他早
就期盼着今年春茶上市。4月28日，
王庆军走进济南茶叶市场的一家店
面。老板向王庆军推荐了“今年新上
的春茶”，价格是每斤80块钱，多买
可以便宜10块钱。

看到茶叶后，熟悉日照绿的王
庆军却很失望，眼前充满茶叶梗、粗
细不均的茶叶，让他怎么看也不觉
得这是今年日照绿的春茶。老板告
诉他，如果想要更好的日照绿春茶，

“一斤得花200多块钱。”
“80块钱一斤的茶叶绝对不是

今年新上的日照绿露天春茶。”得知
了王庆军在济南茶叶市场没买到日

照绿后，日照市茶叶商会秘书长高
建华说道。

高建华告诉记者，每5斤左右鲜
叶能炒成一斤干茶，每斤干茶的鲜
叶成本平均在30元左右，再加上炒
制需要的人工费、水电费、耗损费、
税费、运输费等，目前日照露天春茶
的市场售价绝不会低于100元，这还
仅限于最低档次的茶。

然而，记者走访了省城的济南
茶叶市场及七里堡茶叶市场发现，
每斤售价在40元至80元的“新上日
照绿春茶”随处可见，而且老板均一
再坚称：“所售的日照绿都是日照的
茶厂所产，正宗日照绿春茶。”

对于这种说法，高建华却给出
了另一种答案。他说目前市面上低
价日照春茶大都是湖北、浙江等南
方茶仿冒的。湖北茶的外观与日照
春茶的形似度可以达到80%以上，
除非业内人士，一般消费者从外观
上很难区分。

5月2日，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
当地茶商李玉峰(化名)从外地回来
快一个星期了，他自称春节后便去
了湖北、四川等南方产茶区，炒出来
的春茶陆续通过飞机空运过来。现
在老李的南方茶生意已经从日照扩
散到山东各地。

5月2日中午11点，在巨峰镇金
光路以北，省道222旁的一家茶叶店
里，记者以茶叶零售商的身份找到
老李，声称想批发便宜些的日照绿。
他主动向记者推荐了一种每斤25元
的湖北产“日照绿”。老李说：“这是
我刚从南方炒的，从茶叶粗细程度、

颜色等外观上看，与日照当地二三
百元一斤的日照绿区别不大，一般
人看不出来。”

老李称，他还从日照当地找了
几位炒制日照绿的师傅，专门在南
方各地炒茶。南方茶叶由于气候原
因，生长周期短，成本自然低一些，
而北方茶叶的生长周期长一些，成
本自然高一些。

老李还带着记者来到他储存茶叶
的仓库。“这都是在南方炒制的日照
绿，带白毫的是福建产的，每斤20块
钱，杂质较多的是四川产的，每斤12块
钱，都不如湖北产的那种。”老李说。

2 茶商亲赴南方炒制“日照绿”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是日照绿
茶的主要产地，现有茶园面积12万
亩，年产茶叶1500吨，占山东绿茶产
量的50%以上，产量连续六年列全
省第一，素称“江北第一茶”。

这里同时也是“南方茶”的集散
地之一。多方打听下，记者来到位于
巨峰镇以北3公里外的杨家庄。在省
道222旁的一家茶厂，当记者提出想
批发一些价格更为便宜的日照绿
时，郭老板为记者找来两小包南方
茶，价格分别为每斤18元和每斤20
元。

郭老板还向记者展示了这种茶
的包装过程。他拿着一个印有“日照
绿”字样的银色塑料包装袋，说：“把
茶叶装进这样的袋子，然后将口封
起来，谁还会怀疑这是不是日照
绿？”在这个塑料包装袋上，记者看

到，不仅有“该茶选用优质茶芽鲜
叶，经精工细制而成”字样对产品的
介 绍 ，同 时 还 有 执 行 标 准“G B /
T14456”。郭老板随后又搬来一台电
热封口机，将装有茶叶的塑料包装
袋封口处在电热封口机上简单一
压，茶叶便被封入了塑料包装袋。

在杨家庄另外一家炒制日照绿
的茶厂，记者同样见到了一模一样
的包装封口设备。等茶叶封好包装
袋后，工人师傅们再将茶叶包装进
铁质或纸质的精品包装盒中。“这种
茶叶盒子批发价从7块钱至16块钱
不等，看起来很上档次。”

记者注意到，包装盒上除了绿
茶执行标准“GB/T14456”外，还标
着产品质量等级。不过，每个包装盒
上的产品质量等级都标注为“一
级”。

3 廉价南方茶装进“日照绿”包装盒

茶贩子自述“拼茶”的艺术：

两种茶勾兑出十几种价位茶叶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在济南、潍坊等地的茶叶市场中，
茶商都声称自己出售的日照绿产自
日照当地，但茶商李玉峰（化名）的一
名客户孙老板向记者透露了茶叶市
场内的习惯做法———“便宜的茶直接
用南方茶，贵的茶用日照茶和南方茶
掺着卖。”

在老李储存南方茶的仓库里，
孙老板挑选了每斤12元的四川茶，
又挑选了每斤25元的湖北茶。她告
诉记者，自己进货的时候就只进两
种茶，但是自己可以分拣出十多种
价位的“日照绿”。

孙老板说：“我进一种品质较差
的茶和一种品质相对较好的茶，两
种档次的茶通过挑选色泽好的、色
泽差的、叶大叶小的，每种茶叶能够
分出五六个档次。”

对于这种做法，老李告诉记者，他
们在业内称这种方式为“拼茶”，或者
直接叫“茶叶勾兑”。老李说：“拼茶是
为了扩大货源、增加数量、获取较高经
济效益的方法，一种茶叶加工的工
艺。”孙老板直言说，她一般在价格较
贵的日照当地产的日照绿里面掺上长
相相似的南方茶。

5月2日下午1点左右，孙老板将从
老李店中批发的南方茶装上了一辆面

包车，货物最后被送到日照市正阳路
一家打着“日照绿”旗号的茶叶店。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该茶叶店，
孙老板并未在店中。记者佯称想购买
一些价格较低的日照绿，店内的销售
人员立即搬出一箱“日照绿”。记者注
意到，里面的茶叶与5月3日在老李仓
库里见到的湖南茶非常相似。

随后，记者询问销售人员价格
是否可以再便宜一些，对方则拒绝
了记者，并提醒说：“这是日照当地
产的日照绿，如果想买更便宜的，我
们还有南方茶。”

“尽管当地大茶商严格控制品
质，但是现在南方茶冒充日照绿的
现象遍地都是，南方茶在目前的日
照绿茶叶市场中占据了大约60%。”
在茶叶行业摸爬滚打十多年的高建
华说，一些日照茶贩看到了南方茶
成本低廉，就到南方一些茶产区用
日照绿茶的炒制技术在当地炒绿
茶，然后运回日照以假充真，或者掺
进日照绿茶里卖。

高建华发现，作为茶企负责人，他
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市场的混乱。很
多没有资质的小茶叶作坊，质量比较
差，还时常发生南方茶冒充日照绿茶
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日照绿茶的形象。

劣质南方茶
冒充“日照绿”
一些茶叶作坊赴鄂川炒制绿茶

运回日照冒充“日照绿茶”销售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5月以来，日照绿茶陆续开始上市。然而，面对大
量仿冒日照绿茶的现象，在茶叶行业摸爬滚打十多
年的高建华也非常无奈。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由于南方茶成本低廉，一过
春节很多茶叶小作坊便到湖北、四川等南方茶产区，
用日照绿的炒制技术在当地炒绿茶，运回日照冒充

“日照绿茶”销售。

真假全靠感官，标准缺失监管难
本报记者 寇润涛

日照市每年的绿茶产量
在7500吨左右。目前，日照市
具备生产许可的茶叶生产企
业有80多家，同时还有着成
百上千家小茶叶作坊。

2006年3月，国家质检
总局批准对日照绿茶实施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同年10

月，日照市政府出台《日照
绿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
理办法》，明确日照绿茶是
指茶叶鲜叶全部产自日照
市的现辖行政区域。

作为日照市茶叶商会的
秘书长，高建华告诉记者，当
前日照茶叶生产商众多，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并

不是鉴别日照绿的唯一标
准。在行业内，只要是符合生
产流程标准的本土绿茶都可
以称日照绿。

高建华说，南方茶冒充
日照绿的根本原因就是经
济利益的驱使，南方茶的成
本非常低，量大多销的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利润。

根据规定，以外地茶冒
充日照绿茶的，或以低等级
日照绿茶冒充高等级日照绿
茶的，可以责令停止生产、销
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
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
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至
三倍以下的罚款。

从去年5月份开始，日
照市工商局启动了“日照绿
茶”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
处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以南方茶叶或外地
劣质茶叶冒充日照绿茶等
严重违法行为。

“不过，今年市场上南
方茶仿冒日照绿的问题仍
然十分严重。”高建华说，
工商局执法时，缺乏技术
手段，必须要有质监部门
出具的鉴定书。而对于日
照绿和南方茶的检验，质
监部门没有相应的鉴定标
准，只能靠专家通过感官
来判断，很难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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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照巨峰镇紧靠着省道222的一茶厂店面内，老板带着客户在储存南方茶的仓库里看茶。

1 每斤低于百元“日照绿”均系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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