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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在加温到260多度的铁锅里，或单手深抄
上挑，或双手上下翻飞，在成千上万次的翻
炒、揉捻中，原本青翠的茶青渐渐变干，茶叶
的清香若隐若现……近日，在日照圣谷山茶场
有限公司茶叶加工车间，若不是正在操作的是
一双年轻的手，记者怎么也不会想到，白大
褂、白帽子、蓝口罩“全副武装”下手法娴熟
的“炒茶师傅”，竟是个“95后”，而且两年
前就在全国手工炒茶大赛中捧回了大奖。

手工制茶不仅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门体
力活。手工炒制一锅茶，至少需要两小时。这
期间，除了中间等待茶叶“回软”，其余时间
手都在锅里，翻炒、揉捻、做形，注意力要高
度集中。

这样的“冷板凳”，1996年出生的李均
伟，已经坐了6年。

2012年，在青岛市黄岛区职业教育中心车
床加工专业念二年级的李均伟，被老师推选参
加了一个手工茶炒制培训班。5个月后，他与3
名校友一起，代表学校参加了该项目的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在此次比赛中，李均伟获得了中
职组二等奖的好成绩。

2014年，原本可以凭借这一手艺和大奖，
或者自己车床加工专业技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的李均伟，为了更系统地学习茶叶知识，选择
了到现漳州科技职业学院继续学习茶叶加工与
审评。

毕业后，当全班40名同学大部分从事茶叶
销售或转行时，他又选择了到日照圣谷山茶场
有限公司，继续做一名“炒茶工”。

“烘干时锅温在80多℃，杀青时温度最
高，锅温在260℃到280℃，茶温在220℃—
230℃。用手握茶叶，茶叶自己散开，青草气
消失，就杀得差不多了。杀透了后，降温到
100℃左右开始做形，做形时用力要‘轻—
重—轻’，一开始用力太大茶叶会碎，一轻到
底造不出形。然后烘干，大概80来℃，最后稍
微升温到八九十℃提香……”

对于日照绿茶炒制流程中需要注意的火候
和 手 法 ， 李 均 伟 烂 熟 于 心 ， 更 烂 熟 于
“手”——— 锅温多少，什么时候该关火，什么
时候该升温，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下一步，已经
在200多℃的高温中练成一张“铁砂掌”的双
手，总能准确感知。在2016年由中国流通协会

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手工绿茶制
作大赛中，凭借着精湛的制茶技艺，李均伟又
从全国20支队伍近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代表
山东队摘得一等奖桂冠，荣获第二名的优秀成
绩。

又磨人、又辛苦，一项项做下来，腰酸背
痛。这时节，正是春茶上市后的忙碌期，一锅
茶出来，第二锅马上又轮上了，炒茶到晚上一
两点是常事。而且，有了机器可以代劳，没有
多少人愿意费这个劲：手工一锅只能炒一斤半
鲜叶，5个人同时炒5锅，耗费两三个多小时，

才能制一斤多茶。愿意学习手工炒茶的人越来
越少，为什么李均伟坚持了下来？

“三分看茶青，七分看炒功，茶文化中最
核心的部分就是炒茶。”李均伟说。很多高端
茶都是专门由资深炒茶师傅炒制的，在圣谷
山，不少高端茶的一些炒制流程也选择手工制
作。而对于未来还想继续深造学习更多茶叶制
作工艺的李均伟说，有自己的情怀，“在南方
一些茶叶产区，纯手工炒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也愿意凭着一腔热爱，做北方茶纯手工
炒制技艺的传承人、‘守艺人’。”

愿意学习手工炒茶的人越来越少，李均伟却坚持了下来———

甘坐冷板凳的“95后”炒茶师
□杜光鹏 樊艳潮 张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5月12日一早，日照市东港区法

院院内，36名执行干警已装备整齐、集结待命，准
备围堵“老赖”。

“东港法院，雷霆行动，现在出发。”6点
整，随着执行局局长王向东一声令下，8辆警车疾
驰、警灯闪烁、奔赴现场。这是“决胜基本解决执
行”以来，该院开展“百日攻坚战”的再次重拳出
击。此次行动，共辗转5个镇街道、11个村居社
区，重点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11起“涉民生”案
件进行突击执行，拟采取强制措施3人。

该院还专门邀请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律师代表
及媒体记者监督、见证此次活动，并进行网络全程
直播，4万多网友围观、热议。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这种全民直击的方式，不仅能够在社会上
凝聚起关心、理解、支持执行的共识，促使更多潜
在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也是为了倒逼执行
人员规范自身行为，提升执行工作的精细化水平。

本次执行活动全程采取信息化方式进行，执行
指挥中心对整个过程进行远程指挥调度，各项执行
工作依法高效进行，全部11起案件，仅用时4小时
即全部实施完拘留、拘传、送达等执行措施。其
中，两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执行威慑机制和社会
舆论的震慑下，当日将执行款项全部履行完毕，另
一起案件在法官的释法说理、耐心劝说下，双方当
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网络直播抓“老赖”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韩崇伟 张晓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根据国家三级综合医院评
审标准，日照市人民医院现场评价成绩符合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要求。”5月18日，在医院等
级复审现场评价反馈会上，评审专家组组长宣
布现场评价结果。这标志着日照市人民医院顺
利通过了医院等级复审现场评价。

5月16日至18日，省卫生计生委医院评审

专家组对日照市人民医院进行了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复审现场评价。7位评审专家分成综合管
理、医疗、护理、药事、院感等七个专业组，通过
查阅资料、现场访谈、模拟演练、随机抽查提问
等方式，运用个案追踪、系统追踪等方法，对医
院标准化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整体评
价。评审专家先后走访了155个科室和部门，访
谈院领导、医护人员、保洁安保人员、患者及家
属等680余人次，查看病历100余份，有的科室

甚至被多个组交叉、反复检查数次。
在医院等级复审现场评价反馈会上，评审

专家充分肯定了日照市人民医院在综合管理、
医院改革、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化建
设、医疗质量、优质护理、院感控制、药品监
管等方面的发展成绩和工作亮点，同时也指出
了评审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整改
意见和建议。“下一步，医院将聚焦问题短板
抓整改，抢抓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利好机遇，立足高质量发展
促转型，推动医疗健康服务能力再上新台
阶。”日照市人民医院理事长、党委书记杨淑
光表示。

“作为日照市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强、
医疗水平最高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日照市人
民医院要主动担当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领头
雁，持续推进公益事业、学科水平、服务能力
等建设。”日照市政府副市长林彦芹说。

日照市人民医院通过三甲复审现场评价

这个手法娴熟的“炒茶师傅”，就是
“95后”李均伟。

□ 本 报 记 者 罗从忠
本报通讯员 侯军营

“在自己家门口，电商辅导老师送教上
门，手把手教授创业知识。现在莒县贸易办把
电商教学办到了村里，农忙和学习两不误，真
是太给力了！”4月4日在阎庄镇电商创业培训
中心，段家山沟村村民段光耀说。

随着莒县县域电商、镇域电商、村级电商
的全面推进，莒县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探索出
“电子商务+农产品销售+精准扶贫”的创新
经验。一根网线让贫困群众足不出户，就将农
特产品送上电商平台。

在新世纪“懒人帮”网上商城交易平台，
120名第一书记成了莒县“触网”农产品的代
言人。莒县县委组织部、县扶贫办、县贸易办
联合网上商城，打响“我是第一书记，我为农
产品代言”品牌，实现生鲜农产品的网上直
销，助力全县贫困村经济发展。截至目前，山
鸡蛋、核桃、苹果、油桃、葡萄、丹参、大姜
等30余种产品累计销售额突破200万元。

一单单电商交易背后，是下足的绣花功
夫。莒县专门制订了《电商扶贫工作实施方
案》，先后在阎庄、果庄、峤山、库山等乡镇
贫困村设立村淘服务站、京东合作点20处，招
募淘帮手30人。现在，莒县群策群力，扶贫部

门与农业、科技、市场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等
部门协调配合，鼓励贫困村大搞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立足村庄实际，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培
育特色品牌，激发内生动力。努力打造“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电商网上创业品牌，提升贫
困村特色农产品品质、价值和知名度。

目前，莒县正以阎庄镇渚汀村为试点，成
立“绿天使生态果蔬合作社”，流转土地240
亩，投资1600万元，规划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
80个，吸纳贫困户入股蔬菜专业合作社，扩展
无公害蔬菜基地规模，逐步完善“电商+基地
+贫困户”产业链。一期建设完成高标准蔬菜
大棚26个，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该项目正充分依托淘宝“特色中国·莒县馆”
等电商平台，抓好县域特色产品的线上线下营
销推广，助力全县农特产品销售。

莒县正逐步实现电商人才培训全覆盖，变
被动“输血”为“造血”，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激发脱贫攻坚造血功能。该县充分依托
县、镇（乡）、村电商人才孵化中心等30余处，加
强与人社局、团县委、农业学校等单位的合作，
扩大电商创业人才的培育，为脱贫攻坚提供智
力支持，努力开创电商创业新局面。截至目前，
全县共开展“电商进村”创业宣讲30场次，培训
人员5000多人次，成功孵化创业企业（创业者）
200人（户），实现创业带动就业800余人。

莒县探索“电子商务+农产品销售+精准扶贫”模式

电商平台送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何乃华 报道
本报五莲讯 “我的师父——— 五莲二中的陈成

兰老师对我帮助很大，有什么问题我都会用微信或
者电话随时请教她。”五莲县松柏镇中心校青年教
师吕晓莉说。自今年4月开始，五莲县教育局为充
分发挥骨干教师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青年教师专
业成长，进一步深化了“青蓝工程”，挑选了44名
中小学骨干教师，分别跨校与44名青年教师结成
“师徒”对子，由师父重点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和教学经验三个方面，做好对徒弟的“传帮带”。

该县教育局专门制订了中小学骨干教师跨校结
对帮扶实施方案，要求结对教师全面落实“研究、
服务、成长”的基本理念和“专业、务实、卓越”
的工作要求，并于今年4月借助召开思维课堂主题
研讨会的机会，举行了结对仪式，让结对双方相互
认识、沟通、交流，并签订了《跨校结对协议
书》，同时启动结对帮扶活动。

按照协议书，师父将指导徒弟有针对性地制订
为期三年的个人专业发展规划和各学期发展计划，
并明确了具体的指导内容，主要包括：推荐教学理
论书籍，提供教学信息，传播先进教学理念。

五莲88名骨干和

青年教师跨校结对

□丁兆霞 闫霞 报道
5月9日，岚山区总工会启动工会会员卡普惠加油活动，为全区职工会员办理首批工

会会员卡5000余张。据悉，职工持卡在餐饮店、药房、加油站等将享受不同程度优惠，
并将享受其他签约服务功能。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五莲讯 5月10日至14日，第十四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五莲
县率领8家文化企业以“山水禅心 康养五莲”为主
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亮相。此次博览会，五莲展
团荣获“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展示奖”两项奖项，并
在文博会主题活动——— 文化成就旅游品牌高峰论坛
上入选“2018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五莲入选

“最美县域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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