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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从春龙

茶叶质量全程监管

“监控大屏幕上看到的是瀚林春茶厂的茶
园和炒茶车间。都是高清摄影头，连蜜蜂和小
昆虫都看得一清二楚。”7月3日，记者来到日
照绿茶监测追溯信息查询平台，工作人员王海
燕正忙着查看各个茶厂的实时生产情况。

去年，东港区以全省科技惠民示范工程为
依托，投资60万元利用物联网技术和茶叶质量
检测技术，搭建了这一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茶叶质量全程监管。现在已经有40多家企业
纳入了这一平台，“茶叶的种植、管理、采
摘、加工全过程都在监管之中。如果有不符合
规范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王
海燕说。

2011年5月，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东港茶业协
会注册的“日照绿茶”为中国驰名商标，为日
照茶走向全国提供了强大的品牌支持。捧回这
块金字招牌后，该怎么用？必须满足“四个必
须”：必须在工商总局批准的地理区域内；必
须有QS生产许可证；必须获得“绿色”“有
机”“无公害”等“三品”认证；必须有一定

规模的种植基地。最核心的一点，必须保证质
量，这是“日照绿茶”品牌的生命线！

为此，东港区茶业管理局建立了以安全生
产、质量检测和质量追溯三大体系为支撑的日
照绿茶监测追溯信息查询平台，为茶叶质量筑
牢了三道防线。

质检措施“不近人情”

7月3日上午，位于东港区后村镇的林苑茶
业有限公司迎来了3位“客人”。他们是东港区
茶业管理局的技术人员，没有提前打招呼，先
对鲜叶进行了取样，然后到公司的检测室，摆

开大大小小的检测仪器，对四种样品进行了认
真检测。十几分钟后，鲜叶的检测结果出来
了，抑制率分别显示为8%、2%、3%、5%。测定
结果抑制率≥50%时即为超标，这四个样品全部
合格。

东港区还在370个村设立村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员，从源头上保障茶叶质量，还利用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先进设
备，对春、夏、秋季茶叶鲜叶进行定量检测，
实现了茶叶质量监管前移。

“我们会不定期对茶企进行抽查，如果发
现农药残留超标，不用约谈，直接取消其‘日
照绿茶’中国驰名商标防伪标识的使用权。”

王海燕说，这种“不近人情”的规定，就是为
了保证“日照绿茶”这个招牌的纯度。

在监测屏的旁边的小柜子上，摆满了来自
不同厂家的茶叶样品，他们包装上的一个个二
维码格外引人注目。“2014年9月份开始，我们
利用物联网技术已经在全区40家重点茶叶企业
中推广普及二维码，也可以说是建立了日照绿
茶的‘电子身份证’，广大消费者只要扫一扫
二维码可以轻松获得茶叶生产加工的环节信
息，茶叶采自哪块茶园，施的什么肥，谁炒制
的，所有信息一目了然。下一步，我们还要把
产品二维码应用到电商平台，目的就是为了加
强产品的可追溯，增加消费者对日照绿茶品牌
的信任。”区茶业管理局局长李勇介绍，通过
为日照绿茶配制“电子身份证”，东港区在全
省率先实现了茶叶质量监测可追溯，惠及20余
万茶农、茶企、茶商和1000余万“日照绿茶”
消费者。

品牌建设打出“组合拳”

日照市推行“母子品牌”模式。主打“日
照绿茶”大品牌，塑造企业“茶号品牌”；倡
导“日照绿茶”母子商标运作模式，引导企业
在济南、青岛和其他地区建设“日照绿茶”专
卖店，适当到省外举办推介会，扩大品牌影响
力。

茶文化是茶产业的灵魂，也是茶叶品牌建
设的重要内容。日照市组织重点茶叶企业，连
续举办了多届“日照绿茶”年会，邀请全国的
专家为日照绿茶的发展把脉。2012年第三届中
国（日照）绿茶节，还邀请了日本静冈、韩国
宝城绿茶界的茶企来参展，“世界三大海岸绿
茶”在日照聚首。

今年6月22日—6月25日，经过国际国内30多
位专家公开评鉴，圣谷山茶经专家严格评鉴入
选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圣谷山茶代表
日照绿茶走进米兰世博会，在世界舞台上为日
照绿茶赢得了荣誉。

2014年7月21日，《日照市茶叶产业发展规
划》出台，明确要进一步推进质量和品牌化建
设，到2020年“三品认证”的茶园面积达到65%
以上，坚持“创牌、护牌、扬牌”并举，联合
茶叶企业、行业组织、媒体、融合技术、会
展、文化等要素，推进化推进茶叶质量、品
质、“包装”建设与开放，集中打响并叫响
“日照绿茶”品牌。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从日照市委农工办了
解到，目前全市茶园面积22万亩，投产茶园
16万亩，投产茶园亩均鲜叶收入8000元左
右，约为全国（2700元）的3倍。去年干毛
茶总产量达到1 . 1万吨，总产值20 . 2亿元，茶
叶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山东省的60%和75%以
上。

日照市自1966年就开始引种茶树，至今
已经过47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把“北方绿茶之乡”作为日照市“八张
城市名片”之一，通过实施品种、品质、品
牌、品位“四品”战略，日照茶产业发展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成为山东省茶叶主产区和
我国秦岭、淮河以北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
与韩国宝城、日本静冈并称为“世界三大海
岸绿茶城市”，茶产业已成为日照最具影响
力的特色产业之一。

日照绿茶发展空间巨大，仅山东省茶叶
年消费量就在8万吨左右，而目前全省茶叶
年产量仅占消费需求的16%。茶叶经济效
益、综合效益高，日照市茶农年鲜叶收入每
亩可达0 . 5万—1万元，高的可达2万元以
上。茶产业属于典型的生态高效农业，发展
茶产业符合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保增
收的要求。

按照《日照市茶叶产业发展规划》的要
求，到2020年，全市茶园面积发展到30万
亩，采摘面积达到25万亩，分别占全省的
60%和70%；茶叶产量2 . 3万吨，干毛茶总产
值46亿元，分别比2013年增长109%和146%，
分别占全省的76%和76%以上；主产区茶农
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茶园面积、产量、产
值保持全省第一。重点规范建设东港区后村
镇、岚山区巨峰镇2个万亩片、8千亩片，推
行老茶园更新改建和低产低效茶园改造升
级。到2020年，良种比例、无性系良种覆盖
率分别达到60%和20%以上。

据悉，日照市将由市茶产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具体实施日照茶叶发展规划、日
照绿茶推介宣传、实施品牌战略、提高茶产
业组织化程度，研究解决茶产业发展中的问
题。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茶园建设、茶叶
龙头企业培育、茶叶品牌推介等给予扶持。
鼓励企业建设自营茶园，实行统一管理，从
源头上保障质量安全。大力推广“企业+基
地+茶农”、“合作社+基地+茶农”等生产
经营模式，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
体，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

日照茶园亩均鲜叶

收入为全国3倍

擦亮“日照绿茶”金字招牌
◆“日照绿茶”品牌价值达10 . 29亿元，跻身全国茶叶品牌50强

◆以安全生产、质量检测和质量追溯三大体系确保茶叶质量

近日，2015中国茶叶区域公共品牌价值

榜公布,“日照绿茶”品牌价值达到10 . 29亿

元，跻身全国茶叶品牌50强。这一数字与去

年的8 . 85亿元相比，增幅超过16%。

该榜单由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

研究中心、《中国茶叶》杂志、中茶所中国

茶叶网联合组建的课题组发起，已连续六年

开展“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专

项研究。每一年发布的“中国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已经成为中国茶业发

展的风向标。

从7 . 77亿元到8 . 85亿元，再到今年的

10 . 29亿元，“日照绿茶”品牌价值连年上

涨的“密码”何在？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乔祥明 报道
▲东港区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先进设备，对
春、夏、秋季茶叶鲜叶进行定量检测，
实现了茶叶质量监管前移。

□从春龙 报道
通过日照绿茶监测追溯信息查询

平台，可以对茶企生产进行全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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