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

2013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一 编辑：张永斌 组版：牟茜 C05今日日照

日照举办“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

百里长廊串起绿茶生态游
本报 5 月 19 日讯 (记

者 李清 ) 5 月 19 日是
“中国旅游日”，日照市“中
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暨岚
山区“百里绿茶长廊”生态
游启动仪式在岚山区后黄
埠生态度假村举行。游客
在全长百里的沿途参加了
超过 10 家当地茶叶企业
举办的包括绿茶采摘节、
炒茶现场和商品展销等活
动。

百里绿茶长廊东起巨
峰镇后黄埠村，西至薄家
口，北到老龙窝，南至大土
山，全长 102 . 6 里。长廊沿线
经过“朝元山、北垛山、南北
山、双石岭”四大流域，途径
3 4 个行政村，涵盖茶园
39000 亩，占巨峰镇茶园总
面积的 2/3。长廊着力打造
一批集生态观光、茶文化体
验、茶叶贸易、乡村度假、美
食娱乐为一体的特色茶文
化休闲旅游景点。

在参加完启动仪式
后，大批游客还参观了设

立在后黄埠鲜叶交易市场
内的炒茶加工表演。来自
碧波、御青、圣谷山等在内
的 10 余家茶叶企业的炒
茶技师们在此表演了传统
手工炒茶工艺。

随后在经过数公里的
蜿蜒山路后，记者来到了
碧波山庄茶文化风情园。
该园内正在举办“ 2013 年
日照碧波生态旅游采茶
节”。除了开展茶道表演和
宣传外，在碧波山庄茶文
化风情园茶园内还举办了
采茶叶比赛。数十位游客
踊跃报名，加入到比赛的
行列中，茶园内一时间人
头攒动，好不热闹。

来自新市区的王女士
带了上初中的儿子来此体
验采茶活动。没有采茶经
验的她所采的茶叶鲜叶合
格率并不高，但她觉得重
在参与。“我们希望这样的
活动能够多举办几次，宣
传到位，让我们普通的市
民能够有更多机会接触自

然，接触日照绿茶。”
随后在薄家口村，近

20 家茶叶企业在此设立展
柜宣传自产品牌的茶叶成
品。其中有机茶成了本次
展会的最大亮点。

巨峰镇党委书记田海
文介绍，巨峰镇是日照重
要的绿茶基地，目前 12 万
亩耕地中，有 6 万亩用于
茶叶种植。这次将绿茶产
业与生态游有机结合，是
很好的机会，能够将绿茶
产业规划更加合理和规范
化。

他说：“保证绿茶产业
更好发展要保证四项，即
可靠的规模、规范的市场、
与之有机结合的旅游和绿
茶发展的合作社模式。这
样既保证了前期茶农的收
益，茶叶的规范化产出又
能够加速绿茶产业的发
展。如果可靠的规模是水，
规范的市场是舟，那么旅
游就是号子，合作社模式
即是桨。”

格记者观察

绿茶“联姻”旅游任重道远

生态游与绿茶产业结合，一方面生态
游览将绿茶产业推向更加绿色、天然、无公
害的发展方向上来。另一方面，有机绿茶产
业的兴起和对药物依赖的减少也会为生态
游览增加价值。

将绿茶产业与生态旅游有机结合受到
很多人的注目，无论是泰山景区还是黄山
景区内，都可见旅游与当地茶业结合的案
例。而在生态旅游热络的同时，保证茶叶种
植不受环境影响，旅游硬件设施如何配套
等问题值得研究。

在“百里绿茶长廊”生态游活动启动的
当天，狭窄的田间小路提示人们，“百里绿
茶长廊”概念背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长廊”涉及的后黄埠村居民楼项目、
日照御青高效生态园区、薄家口鲜叶交易
市场等项目都在进行中，为“长廊”关于茶
叶的生产、加工、贸易等环节进行更好的优
化和包装。

“打造生态旅游管理是个任重道远的
事情。吸引来了游客，更要把游客留住。”巨
峰镇党委书记田海文说。(李清)

日照发行

“好客山东”邮资明信片

19 日，“好客山东”邮资明信片日照
发行仪式在岚山区巨峰镇后黄埠举行。

日照市邮政局现场还设立了“临时
邮局”摊点，宣传《小龙赐福》、《本命年》
珍藏本和《日照旅游明信片册》三本热
销邮册。

本报记者 李清 摄影报道

三十余名残疾人

日照看大海

5 月 19 日是第 23 个全国助残日。
五莲阳光残疾人爱心协会的 30 余名残
疾人在日照爱心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
的带领下参观了万平口、世帆赛基地和
灯塔广场等景区。

“我家是五莲的，虽然住的并不算
远，却是第一次看大海。”坐着轮椅的马
建军别提有多高兴了。

本报记者 李清 通讯员 姚文
凤 摄影报道

五莲县第三届樱桃文化节在松柏镇开幕

大樱桃本周就熟了
本报 5 月 19 日讯 (记者

刘伟 ) 1 9 日，五莲县第
三届樱桃文化节开幕，本次
樱桃节举办地在松柏镇刘
家南山村。据介绍，这个村
现在室外的小樱桃基本成
熟 了 ，大 樱 桃 下 周 就 将 成
熟。

19 日上午，在前往开幕
式现场途中，记者随处可见
前往刘家南山村采摘樱桃
的车辆和市民。在开幕式主
会场，每个村民肩上都挑了
两篮子鲜艳的红樱桃。

“这是早熟的大樱桃，
我们村现在小樱桃都熟了，
大樱桃下周将全面成熟。”
一位刘姓村民说，他家栽种
了 2 亩多樱桃，都是成长 7

年以上的老树了。“按照今
年的行情，每亩地应该能赚
一万多元。”

随后，在采摘现场，记
者发现，虽然红樱桃在绿叶
中很显眼，但是今年的樱桃
挂果情况比去年要差很多。

“都是 4月中旬那一场
雪闹的。”刘家南山村党支
部书记刘建波说，那场“倒
春寒”的降雪，让刘家南山
的樱桃损失比较惨。

“今年我们村的樱桃减

产一半以上，但就今年的价
格来说，也是去年的两倍，
所以现在看来，村民的整体
收入不会减少很多。”刘建
波说。

刘家南山村成立和专
业 的 合 作 社 ，开 展 了 采 摘
游。“去年，我们全村 1200 多
亩樱桃，经济收入 360 多万
元，7 年以上树龄的樱桃，一
亩地收入一万元以上。”刘
建波说。

在刘家南山村南部山
上，一条小河自山上顺流而
下，河水流动的声音和游客
的嬉笑声，一唱一和。在那到
处都是植株高 3 米左右的樱
桃树，据村民介绍，这样的树
树龄已经超过 30 年了。

“我们村还有上百年树
龄的樱桃树呢！而且可以说
我们村的樱桃是无污染的，
树喝的是泉水，在樱桃树开
花到结果这段时间，绝对不
会喷农药。”刘建波说。

“采摘游已经成为我们
镇的一个名片了。”19 日，松
柏镇政府一工作人员说，松
柏镇的樱桃盛果期能到 6

月中旬，“下周，红灯、早红、
黄蜜等品种的大樱桃就成
熟了。”该工作人员说。

游客参加采茶大赛。本报记者 李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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