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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周晓晴
 通讯员 范超 刘伟

　　高山云雾出好茶。在绵延的沂山山脉北麓，扎根在此
的茶树汲取着高山之上的灵气，形成了色绿味甘、香味悠
长的独特品质。如今，当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已达到50多公
顷，发展成为集茶树种植及茶叶炒制、养生茶开发、茶文
化研学和旅游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园。
　　时至盛夏，山峦吐翠，沂山山脉北麓北石砬村周围，
一垄垄低矮的茶树顺着地势从低到高延伸，放眼望去郁郁
葱葱。
　　茶树丛之间，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发展服务中心北石砬
村村民王京花来回穿梭，耐心地采摘嫩芽，不一会儿就装
满了肩背的竹篓。早春茶从4月初开始采摘，每公斤能卖
到4000多元。如今她正在采摘的是一芽一叶的“二春
茶”，市场上供不应求。
　　王京花是个有着二十多年种茶经验的“老把式”。当
地种茶历史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盛的“南茶北引”
之时，沂山茶种植在海拔600米到800米的高山上，光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再加上优质的水源、土壤条件，生产的茶
叶滋味浓郁、耐冲泡，品质上乘。不过，由于沂山冬季气候寒
冷，多年来茶叶产量并不高，没有形成种植规模。
　　“以前我们这里都种茶，但村民们会种不会加工，茶
叶口味不佳，也卖不上好价钱。自从小亓来建了茶厂，我
们采下茶叶就来这里卖，价格比以前高了，不用愁卖
了。”西洞子村村民张传军说。他口中的小亓是临朐县沂
山御品茶厂负责人亓洪军。
　　2012年，怀揣着对茶的热爱，安丘人亓洪军来到沂山
脚下建设茶叶种植基地。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最主要因素是
当地得天独厚的茶树种植条件。他告诉记者，沂山茶叶种
植在海拔600米到800米的高山上，这里不仅有光照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的优势，经测试这里的土壤还呈微酸性，
种植出来的茶叶氨基酸、茶多酚等成分含量高，色绿味
甘、香味悠长。
　　为了还原茶叶纯天然生长，基地采用粘虫板替代化学
农药，肥料则来源于发酵的豆子，通过水肥一体化融入土
壤中滋养茶树。通过年复一年的技术改进，茶叶产量越来
越高，品质也越来越好。十几年来，茶叶基地与北石砬村、大
坡村等近十个茶叶种植村的种植户签订合同，将各种植户
的零散茶园统一集中管理，并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目前，茶
叶基地种植面积超过50公顷，年产量近5000公斤。
　　周围村民也通过流转土地、到种植基地参与茶园管
理，一年增收1万多元。“俺家的地流转出去了，1亩每年有
800元的收入，平时没活的时候就在这里摘茶叶，每天90元
工资，照顾家庭、打工两不误。”王京花说。
　　采青、萎凋、杀青、揉捻、发酵、干燥……在扩大种
植规模的同时，亓洪军根据沂山茶的特点，不断改进制茶
工艺，去除了茶叶的苦涩，使清香味更加突出，沂山制茶
技艺也被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了绿茶、红茶和白茶，基地还根据当地盛产的丹
参、玉竹、酸枣芽、葛根等加工成多种特色茶叶，也可根
据客户的口味与需求量身定做，供不应求。
　　依托茶产业，沂山风景区发展服务中心积极做好产业
融合文章，擦亮“沂山茶”金字招牌，不断壮大茶经济、
厚植茶文化、拓展茶旅游，加快以茶促兴、因茶而富，让
一片小小茶叶成长为村民致富的“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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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玉芳

　　近日雨水较多，在安丘市金冢子镇金南社区千
亩大桃基地，村民们不时要冒雨摘桃子，就连一些
镇干部也加入了摘桃的行列。
　　在桃园边上的大桃交易市场，村民摘下来的桃
子堆成了“小山”，多名工人正在快速地分拣装
箱。“我们给家家悦超市供货，通过超市卖到全国
一些大中城市。这是我们收到的最甜的桃子，单个
重二两半以上的桃子价格是每斤2.2元，有多少我们
要多少。”前来拉桃的客商刘强说。
　　在大桃交易市场北侧，金冢子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王赓在与拥有千万粉丝的北京电商刘南商量销售
事宜。根据商定，刘南第二天先从这里发第一批货，并
以此开启南方市场，为后续大批量销售打基础。
　　据悉，金冢子镇为让群众增收发展特色种植，
依托泊洋果蔬种植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种植专业
户+农户”的模式，发挥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整合
土地资源，引进优质大桃品种，在金南社区的北南
戈、中南戈、凉泉三个村发展千亩桃园，开展村企
合作，实行种、管、销一体化服务，让农民在家门
口就业；依托“桃科技小院”，定期请青岛农业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前来指导，提升大桃
品质。
　　好桃子有好销路才有好收益。为了最大限度拓
宽销售渠道，增加经济收入，桃子还没熟，镇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就带头联系客商上门收购，并在泰华
城超市设置销售专区，邀请网络达人直播带货等，
组织社区干部靠上服务，千方百计打通销售“最后
一公里”，力争有一个好收成。
　　据介绍，先是毛桃，接下来是油桃、蟠桃、黄
桃，基地从6月底到9月上旬，一直有桃子卖。在优先
品种的基础上，全部采用大行距，株与株之间错落
有致，十分有利于通风和采光；管理过程中采取水
肥一体化技术，加之这里属页岩土质，昼夜温差
大，所以结出的桃子糖分高，质量好，深受客户
欢迎。
　　走进桃园深处，凉泉村村民陈香贞等人正在采
摘桃子。几位镇干部身穿红马甲，也在帮着摘桃，
不一会儿就摘满一三轮车。
　　“已经摘了七八天了，下雨也不妨碍摘桃。我
们常年在基地上干活，一天120元工资。我们村离这
里二里地，很方便。”陈香贞说，在基地工作的都
是附近的村民，他们在种好自家庄稼的同时，能够
在家门口打工，挣一份收入，大家都很满足。

▲村民在管理茶园。

亓洪军在加工茶叶。

陈香贞在采摘桃子。
村民们在分拣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