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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茶园玩转“茶经济”
打破传统的种茶卖茶经营模式，开辟旅游观光、体验郊游等相关产业

□本报记者 李娜 报道

格相关链接

济州岛

绿茶文化博物馆

位于济州岛西广茶园附近
的O’Sulloc博物馆以绿茶为主
题而建设，是了解学习韩国传统
茶文化的地方。博物馆里，亭台
相连，鱼儿在璧荷间嬉戏。在二
楼倚栏远眺，绿茶满园，风景如
画。

这个博物馆有杯子艺馆和
茶文化室。茶文化展示馆分为茶
器名作展示馆、茶生活文化馆、
茶种类、世界的茶杯等。从古至
今的茶器，有古色古香的也有简
单时尚的，有华丽精致的也有朴
素粗糙的，厚薄不一、质感多样
的陶瓷作品，在这里都可以看
到。茶的种类从韩国茶、中国茶、
日本茶达60余种。

前往此绿茶博物馆的游客
称，这里的所有东西都与茶有
关，把茶园与茶文化以及休闲观
光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置身茶
园中，品着绿茶，再来个茶糕点
和抹茶冰激凌，感觉特别惬意。

国内知名

观光茶园

夹江天福观光茶园

是天福集团投资于中国西
部的一个重要基地，它位于成都
往乐山、峨眉山的成乐高速公路
夹江天福服务区，总占地面积
380亩，是到乐山、峨眉山旅游必
经的第一站。天福茶园是一个茶
业综合园区，主要包含高速公路
服务区、茶博物馆、川茶的产销
枢纽等三大部份。

木栅观光茶园

位于台湾文山区指南里的
山坡上，是台湾铁观音和包种茶
的专业区，茶树栽植面积共约
100公顷，年产6万公斤，共聚集
有90多户观光茶园示范农户。

昆明茶园

位于世博园中部主游路与
二号路之间坡地，南部与断崖景
观隔水相望，占地面积11000平
方米。设计特色：茶园设计服从
总体规划功能及形象要求，从形
态上以大面积茶树为背景，点辍
富于茶文化气息的建筑小品。主
要景观：茶园的建设主要有茶文
化展厅、茶艺表演室、品茗馆等
部分。

云顶山茶园

是一处集农业观光、生态环
保的休闲度假村，地处优越的北
回线线中国梅花山的南麓，海拔
高度在800—1815米之间，北面
是闽西最高峰黄连盂雄峰。茶园
有高雅的小桥流水、茶艺馆，置
身其中，观鱼品茶，心旷神怡。

跳出传统模式 多元化打造“茶经济”

昆嵛山生态茶园基地，南
邻昆嵛山山脉，独有的自然地
理环境造就了绿茶的好品质，
目前，该茶园自主开发了 3大
系 列 华 和 牌 烟 台 绿 茶 ，以 其

“汤色碧绿、香气浓郁、滋味醇
厚 ”的 特 点 赢 得 消 费 者 的 亲
睐，加工厂年产干茶60吨。

除了拥有好品质的绿茶，
昆嵛山生态茶园基地凭借美
丽 的 自 然 特 色 ，走 出 了 一 条

“茶经济”的多元化路线。
1 1日早晨，记者来到这片

茶园，2 0 0多亩的茶园郁郁葱
葱，走在茶园中，蝈蝈欢快的
叫声此起彼伏。沿路上行，不
远处是一个“品茗亭”。从亭子
往下看是两处池塘，每个池塘
里都有鱼儿游动。原生态的自
然环境下，野生的鸡、鸭、兔子
很喜欢“到此一游”。

“ 在 小 亭 子 里 品 茶 赏 风

光，池塘边则可以享受垂钓的
快乐。”昆嵛山生态茶园基地
负责茶园管理的负责人孙进
宝说。在茶园周边地方，还有
可供采摘的樱桃树、苹果树、
板栗树、油桃树等等。

“目前，这里还仅仅是一
个初具模型的休闲之地，未来
将更加完善。”比如从茶园通
向山顶的地方，将修建一条小
径，可供游客登高望远，欣赏

美景。
烟台市供销社茶叶公司

的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依靠
昆嵛山这么好的自然美景，仅
仅售卖茶叶太可惜了。按照规
划，昆嵛山茶叶基地不仅建设
生态茶叶种植区、还同时打造
农 业 观 光 采 摘 区 、养 生 餐 饮
区、茶文化展览区、品茶室、现
代化加工厂等功能区。现在，
各类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体验摘茶炒茶 茶园基地玩起“DIY”

近5年来，烟台茶树种植慢
慢得到推广，但是相比较有名气
的日照绿茶、崂山绿茶，烟台绿
茶起步较晚。自然环境造就了烟
台绿茶的好品质，而受种植面积
的约束，烟台的绿茶在量上不占
优势。如何实现资源最大化？不
少茶园也开始考虑走精品路线，
利用茶园造景，打造茶旅一体化
来吸引游客。

据了解，昆嵛山生态茶园基
地和招虎山茶园基地，已经在按
照推广茶旅游和茶文化的方向
努力。到了这里的茶园，游客不
仅可以品茶，还可以亲自做一次
茶农。到绿园中采摘茶叶，然后
到炒茶市进行加工。“炒茶要经
过删选、摊青、炒制、体香等程
序，自己从采茶到炒茶都试试，
茶就更香了。”正在炒茶的杜女

士说，亲自炒茶再品味，有一种
体验式的乐趣。

另外，在茶园还可欣赏到茶
艺表演，有兴趣的市民可以跟着
茶艺师学习。在这里，和茶相关
的比如茶具、茶饮料等产品都可
以购买的到。

“北方茶的越冬一直是一个
问题，我们通过建设温室大棚解
决这一问题。”孙进宝说，在自然

状态下，烟台冬季茶树容易受冰
雪等天气影响。既然要走茶旅一
体化模式的生态茶园旅游，温室
大棚的建设可以保证冬季旅游
的持续性。“冬天有冬景，外面是
白雪茫茫，温室内茶树绿意盎
然。”

国家5A级森林园区再加上
龙泉镇的温泉，可以给来往的游
客提供舒适的环境。

起步晚面积少 烟台茶产业链还不长

目前，在烟台茶叶市场，见
到的最多的还是南方茶，北方茶
则是崂山绿和日照绿，专门售卖
烟台绿茶的并不多。受地域等条
件限制，烟台观光茶园发展还处
于起步阶段，和茶相关的产业链
还不长。

现在，赴韩济州岛旅游，以
绿茶为主题的博物馆成了不少
游客必选的一站。那里所有的东
西都与绿茶挂钩，可感受茶文化
欣赏茶艺表演，餐厅内的食品也
和绿茶相关——— 绿茶冰激凌、抹
茶蛋糕、绿茶咖啡。

韩国济州岛绿茶博物馆、

国内南方茶园已经有比较健
全的产业链。据烟台市林业技
术推广站副站长张兴泽说，目
前烟台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
以旅游为主题的茶园。昆嵛山
生态绿茶基地，是在生产和推
广绿茶的基础上完善发展的
精品休闲场所，在海阳也有果
茶合作社打算走这一道路。而
目前，开发区磁山也在正计划
在原有的茶树基础上，增加茶
树面积形成真正的茶树谷，打
造新的旅游景点。这也是利用
茶树发展旅游，是对资源的有
效利用。

追溯烟台茶叶发展历史，
南茶北引起于1966年，种源来
自安徽、浙江两省。逐年试种，
1973年经鉴定试种成功并组织
推广。1976年，烟台全区建茶园
12520亩。1970年茶园开始产茶
叶，年产量3855公斤，1977年产

量高达18万公斤。受自然气候
影响，越冬御寒和管理投资成
本高，经济效益低等影响，毁茶
改种者多。截至1985年，烟台全
市茶园面积仅存600亩。

烟台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副
站长张兴泽介绍，现代种茶再

次兴起，始于2001年，烟台开辟
出第一块试验田。与日照绿茶
和崂山绿茶相比，这两个地方
的绿茶都用茶籽，烟台是引进
茶苗。老百姓开始成规模的种
植是从2004年开始的。

2002年烟台种植茶树获得成

功，2004年开始推广，经过9年发
展共有6000多亩。现在烟台茶种
植区分布在海阳、莱阳、蓬莱、牟
平、莱州等地。其中，以海阳的种
植面积最大，能占到总面积的
80%左右。在海阳的邢村、东村、
留格都分布着不少茶园。

特有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烟台绿茶的好
品质。而受起步晚、种
植面积少的约束，烟
台绿茶在产量上不占
优势。如何实现资源
最大化？烟台有些茶
园，已经跳出简单的
种茶卖茶经营模式，
利用茶园造景，打造
茶旅一体化来吸引游
客。

在昆嵛山生态茶园，亲自体验采茶、炒茶是一个不可少的项目。（受访者供图）

茶树需要充足的水源，昆嵛山山泉给这些茶树提供了水分。
记者 李娜 摄

清晨，薄雾笼罩茶园。
记者 李娜 摄

烟台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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