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08 2025年3月6日 星期四
责编 安娜 美编 于静静

新闻热线：0532-87139933 87139920 广告热线：0532-87139926  青岛西海岸报电子版网址：www.xihaiannews.com

今日天气：晴 -1℃～12℃ 北风3～4级 明日天气：多云 1℃～7℃ 南风3～4级
微
信

微
博

　　“南茶北引”最初的领导者是曾经
主持山东省委工作的谭启龙书记，他
被茶界尊为“南茶北引第一人”。1954
年，中央调谭启龙来山东工作，谭书记
到职后便开始了“南茶北引”的布局工
作。1957年，山东省委确定“南茶北引”
项目由商业厅负责实施，农林等部门
配合，具体工作由省糖业烟酒公司来
操作，“南茶北引”的大幕就此拉开。
　　“南茶北引”之初，可以用“屡战屡
败”来形容——— 当时省内不少地方做
了引种尝试，但连续数年都不成功，只
有青岛中山公园那片试验地，在园艺
师的精心护理下成活下来。1965年，谭
启龙在青岛休养期间，发现中山公园
的茶树长势良好，认为山东不是不能
种茶，而是不得法，于是督促商业、农
林部门继续推进“南茶北引”的工作任
务。1965年冬，省糖业烟酒公司来胶南
县联系茶叶的试种工作，县领导欣然
接受，海青、海崖、铁山、宝山等几个公
社得知后都表示愿意认领这项任务，
并为种茶作准备。但考虑到试种不宜
把摊子铺太大，最终在铁山公社张仓
村选地3亩、海崖公社高峪村选地2亩6
分进行试点种植，西海岸的“南茶北
引”工程就此展开。
　　第一年试种，茶苗长出来了，但不
太全——— 尽管效果不太理想，但总算
是看到了希望。1966年春，省里召开种
茶会议，决定扩大茶叶的试点种植面
积。这时，海青公社党委领导同志再次
要求引种，他们认为海青的气候、土壤
等自然条件优越，最适合茶叶种植。县
里同意了海青的要求，并派人选了试
点种植地，包括后河西25亩、后河东7
亩、董家洼10亩。海青种茶起步高、面
积大、茶园集中，昌潍地区和胶南县将
其列为重点，由两级糖业烟酒公司组
成工作组，进驻海青后河西村。那年的
气候适宜，试种的茶树在春天苗全苗
旺。不过，到了冬季，各试点地块的茶
树苗被冻死了不少。
  为了解决冻害问题，此后几年，海
青多次邀请国内专家进行指导。在技
术方面，采取密植矮化栽培、秋剪、冬
前施肥灌水、架挡风帐、茶行培草、窄
幅梯田种植等措施，获得了比较理想
的效果。在品种引进方面，经反复试验
比较，选择使用耐寒程度更好的安徽
茶种，同时注重培育自繁茶种。随后几
年的试种中，海青又进一步扩大面积，
使茶园连成一片，面积达100余亩。

　 　 种 茶 的 成 功 带 来 了 另 一 个 问
题——— 随着鲜叶产量越来越多，成品
茶的加工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
题。1968年，海青组织五个村联合办起
一座茶厂，厂址设在后河西。中国茶研
所的专家亲自指导制茶，并为全县各
地种茶点培养了一批制茶技术员，县
里还组织各地的技术人员去南方参观
学习。海青对联办茶厂的厂房重新改
造，并引进制茶工具。至此，茶叶生产

初具规模。
　　1969年，胶南制出了第一批具有
本地特色的优质绿茶，产品送中国农
科院茶叶研究所审评，专家一致认为
这批茶叶清香、味浓、耐冲泡，品质高
于南茶。1970年，胶南海青茶园茶厂的
照片和茶叶样品在北京展出，获得广
泛好评。1972年底，全县已有16个公社
74个村种茶，茶园面积达1400亩，其中
面积最大最集中的为海青公社。此后
10年，“南茶北引”工作稳步推进。

　　“南茶北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也有波折和困难，有自然环境的
原因，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时代发展
的社会原因。
　　1982年，山东农村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广大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
投入到土地经营中去。此前，茶叶种植
和加工都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茶
园承包经营后，很多农户没有很好地
掌握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改革开放
后，国家取消了茶叶“统购统销”政策，
而此时的茶农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销
售渠道，面对放开后的市场束手无策。
于是，许多茶农改种粮食和果品，导致
胶南全县的茶园面积大幅减少，产量
急剧降低，海青的茶园也只剩下后河
西村北的几十亩地和其他村子的零星
地块。
　　改革开放让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步
得到解决，也使得粮油和传统果品市

场趋于饱和，农村经济若要继续发展，
产业结构就必须调整。从社会需求方
面看，城乡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人们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消费。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茶的产业优势
逐步显现。上世纪90年代初，从省委省
政府到各市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
持茶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海青又一
次抓住机会，茶叶种植和制作逐渐恢
复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产业规模。
西海岸其他地区也跟随着发展起来，
茶成了西海岸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海青全镇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无公
害茶园基地和有机茶园基地，培育了
众多制茶企业，创建了众多茶叶品牌，
在中国农业博览会和“中茶杯”名优茶
评比中获得了多个高等级奖项。

　　“南茶北引”的成功，有决策者和
领导者的心血，离不开业内专家的精
心指导，海青人民在这期间也作出了
巨大努力。茶叶引种初期，时任海青公
社党委书记的丁培祉同志，是该项目
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领导者。一开始，

“南茶北引”项目并没有安排在海青，
丁培祉多方请示有关领导，积极联系
县主管部门，并请专家实地考察论证，
最终促成了项目落地海青，使海青迅
速成为胶南种茶制茶的中心。离开海
青担任县领导职务后，丁培祉又在全
县推广种茶制茶。参加国家和省召开
的各种会议时，他也不忘带着海青茶

的样品进行宣传推介，使海青茶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
　　冷衡南先生曾在胶南县糖业烟酒
公司任职，也是“南茶北引”工作组的
成员，参与了“南茶北引”工作的全过
程。从1966年至1972年，他在海青后河
村一驻就是7年。期间，他承担着与省、
地区、县主管部门的业务联系协调和
外地专家的沟通联络工作，同时与专
家和当地人员一起进行科学研究，攻
坚克难，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他还以
亲身经历撰写了《南茶北引始末》的文
章，为青岛西海岸“南茶北引”留下了
一份宝贵资料。
　　李传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曾任
后河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期间正值改
革开放初期，茶田面积锐减，他心急如
焚，采取多项措施保住了村里的大部
分茶园，其中包括村后1966年开辟的
那一批茶园，这片茶园被公认为山东
省现存最早的成片茶园之一。在海青
镇茶叶研究所任职期间，李传村发现
1968年建的那座联合茶厂濒临倒闭，
便辞去茶研所领导职务，回村承包了
茶厂。这个茶厂如今已发展成为青岛
益元茶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制
作、销售、观光于一体的茶企。公司生
产的“碧雪春”系列绿茶，荣获“中茶
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一等奖。李传村本
人也曾获得“山东省十佳农民致富能
手”“胶南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海青林业站、茶叶研究所以及海
青后河西、后河东、东蔡家、董家洼、黄
山前等村的党支部，也带领群众在不断
摸索中结束了种茶制茶“屡败屡战”的
历史，为“南茶北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年龄的原因，笔者对“南茶北
引”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几年前，笔者
有幸参与了由青岛北方茶文化交流中
心策划的《齐鲁茶文化研究》一书的撰
写工作，在“南茶北引”资料的搜集和
整理过程中受益匪浅。
　　丁培祉是笔者的一位长辈，现已
过世，笔者年轻时经常拜访他，在闲聊
中不止一次听他说起过“南茶北引”的
那些事儿；冷衡南先生也已过世，笔者
虽没有见过他，但认真拜读过他撰写
的《南茶北引始末》。笔者还与不少当
代茶人是好朋友，如李传村先生，笔者
经常去他那里蹭茶聊天，七十多岁的
他如今还奋斗在茶业发展第一线，并
且还保存了一批“南茶北引”之初的实
物资料，弥足珍贵。作为“南茶北引”的
尊崇者，笔者希望将来能有一部西海
岸或海青“南茶北引”较为完整的文
献问世，以纪念这一项史诗般的历史
壮举。
　　“南茶北引”工程在西海岸已历一
轮甲子。当年该工程的倡导者、领导
者、实践者、劳动者部分已离世，但他
们创造的伟业惠及后人，而当代的茶
人们也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实践和创
新着。所以，当今茶业依然青春焕发、
生机勃勃，无论是在西海岸，还是在
海青。
（作者系青岛市黄岛区作协原副主席）

远方飘来的那片树叶
——— 纪念海青“南茶北引”六十年

□栾建东

　　茶，是远方飘来的一片树叶，茶的历史，就是一片树叶的故事。有一
天，神农氏在一棵树下支锅煮水喝，忽然几片树叶飘入锅中，使得锅内
的水变得芳香四溢，他喝完神清气爽，于是茶就被发现了……这只是个
传说，但几千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茶的利用，却是有史料依据的。我们
这里出产的茶，在中国茶界被称之为“北茶”。从千里之外的南方飘过来
的这片树叶，成就了当代的茶业佳话，故事的名称即为“南茶北引”。青
岛西海岸是“南茶北引”的重要地区，其中心就在海青镇。

 ▲1970年，茶农在海青
后河西茶园采茶。
　 海青联合茶厂第一批
制茶机械（揉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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