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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青岛、日照、潍坊三市交界的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是历史上的海青古道其中一站。在这条古道上，日
照潮河、两城、青岛海青、潍坊桃林这分属三市的四个城镇血脉相连，经济往来密切。如今四镇血脉残存的同时，
在经济发展上各自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茶”是四镇的共同物产，潮河镇也逐渐将其发展为支柱产业。除此之外，
酸枣汁、地瓜干也渐渐发展成了潮河的特色产品，这种“巧而精”的农产品为潮河谱写了独特的产业图景。

几代人耕耘茶产业

潮河镇坐落在五莲山下，依山靠海临
河亲水，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适
于农作物生长，特别是对茶叶生长有利。因
此，种茶是潮河人久远而传统的农事。延续
至今，“茶”已经成为潮河镇的支柱产业，目
前全镇现有茶园面积1.2万亩，茶叶总产量
300吨，实现茶叶产值1.5亿元，从事茶产业发
展的茶农多达3500多户。
茶产业是不少潮河人几代耕耘的事业。
刘振承出身茶叶世家，上世纪六十年代，他
的祖父为潮河镇刘家坪村南茶北引立下大
功，是刘家坪茶业的开拓者。十几年前，刘
振承的父母以小作坊的形式炒制、出售绿
茶。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之下，在茶香四溢的
家庭氛围里，刘振承与茶结缘，从父母手里
接过接力棒，在自有茶园的基础上，成立了
振承茶叶合作社：我们与本村及周边多个
村庄的茶农达成协议，商定他们按照我们
的要求种植、管理、采摘茶叶，我们按高于
市场价收购他们的原材料，并扶助他们一
定的有机粪肥和无毒生化药物。”
合作社褪去了过去茶业经营的松散状
态，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
参与。1989年出生的侯传龙一家十几年前已
定居青岛，但是在潮河老家那两亩茶园里
采茶的童年记忆始终牵绊着他，所以2012年
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当起了“茶农”。年轻
人思路更活，在拥有150户成员合作社的基
础上，侯传龙成立了龙宇溪润茶叶公司，前
者产后者销，自己做品牌。侯传龙说，“跨
地”的优势使青岛成了他的第二基地。“目
前我们的茶叶一半以上销往青岛。”

小酸枣挖出大用途

除了常规的绿茶，潮河镇还生产野生山
茶、桑叶茶、槐花茶等多种有机生态茶。在众多
品类中，有一种茶因别具匠心脱颖而出，成了
潮河镇特产之一，那就是酸枣茶。潮白河进出
口有限公司在2016年中秋节前后正式推出野生
酸枣茶，一炮而红。“酸枣茶是酸枣核做的，我
们选用的都是五莲山周边地区自然成熟的野
生酸枣，每一颗都是当地百姓在山上手工摘取
的。”公司负责人张英告诉记者，优质野生酸枣
核经100摄氏度以上高温连续炒制一个小时左
右，待外壳微微裂开、木香味飘出的时候，酸枣
茶就出炉了，“野生酸枣茶含有皂苷成分，有安
眠功效。”
酸枣核被“二次利用”的方式不止一种，
除了做成茶，还可以做成枕头，他们开发的
酸枣核睡眠枕，将日本高分子竹炭管和野生
酸枣核结合，用炒熟、烘干、粉碎后的野生酸
枣核填充枕芯。首批推出的500个酸枣核睡
眠枕颇得市场青睐，目前只剩不到100个。
茶和枕头利用的都是酸枣核，果肉怎么
办呢？酸酸甜甜的果肉自然不会浪费，被做
成了酸枣汁，而这才是潮河镇酸枣产品中时
间最久、耕耘最深的“重头戏”。工艺是潮白
河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义勇从父亲那
里学到的，“小时候没有饮料，中秋节以后摘
了酸枣，父亲把他们放在大锅里、加上白糖
熬煮，熬出来的酸枣汁味道特别好。”自制酸
枣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王义勇父亲干
脆干了个小作坊，后来王义勇子承父业，把
小作坊做成了主打酸枣产品的公司。如今，
公司的酸枣汁日产3万罐，已经销往国内多
个省市，并将于近日出口韩国。

地瓜干做成金招牌

一个个小酸枣玩出这么多花样，算得
上物尽其用了。和酸枣一样，普普通通的地
瓜在魏家村民王彦手里也玩出了花样。近几
年，王彦的薯干甚至抢了茶叶的风头，也成
了潮河镇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魏家一个大院里，十几位扎着粉色头
巾、带着黄手套的农家妇女坐在马扎上，
手里翻滚着一个个刚出锅的地瓜。这里就
是王彦发起的魏家薯干合作社。今年38岁
的王彦以前打过零工、摆过摊，2005年受其
他村民启发，开始了薯干加工创业之路。
“五莲产的地瓜含糖量高颜色好。我们村
2000年前后有100多户从事薯干加工，青
岛、潍坊很多商家来收，2008年之后缩减到
30多家，后来我把15家小作坊合并成立了
合作社，现在就只有我一家了。”因为坚持
到底，王彦的薯干合作社目前已经是日照
最大的薯干加工基地，且供不应求。以前每
到冬季农闲时，魏家村民王可娟就自己在
家里做刺绣等零活，一冬下来也就赚个几
百块。后来她带着几个姐妹来王彦的合作
社干活，没想到四五个月时间里赚了几千
块，于是她便认准了这里，连续干了11年。自
己家种的红薯卖给合作社，农闲了再来合
作社打工，目前已有39名周边留守妇女加
入了王彦的合作社。
近两年，王彦开始探索新产品，先是用淀
粉含量较高、不适合做薯干的地瓜做纯手工粉
条，后又做纯手工煎饼。王彦并不满足于
此，对于未来她还有新规划：签约更多种
植户，统一提供薯苗，统一种植标准，实
行保价收购，精益求精地做薯干。

酸枣汁、地瓜干，潮河特产巧而精揭面纱
丹土遗址一举成名

于是，此后村民被告知，翻盖新房和增建蔬菜大
棚都要向五莲县文物部门申报，即便获批，也必须在
文物保护部门的监督下才能开工建设，而且深度不
可以超过40公分。
陆续的，中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山东
大学历史系、山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的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多次考察、勘探、论证。1976
年，五莲县博物馆收集到一件玉璇玑。1977年12月，丹
土遗址被山东省政府核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78年文物部门在一个坑内发现了镶嵌绿松石
的超大型玉钺、超大型玉刀、璇玑、鸟形饰、筒形镯
等。1989年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
了试掘。1995年春至2000年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又
先后对其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钻探、发掘，清理面
积超过1400平方米。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
文化早期、中期的壕沟和城墙。清理了30余座大汶口
文化晚期和龙山早期的墓葬，还发现成片的房屋垫
土和基槽、柱洞等，在大汶口晚期墓葬内和底层堆积
内还出土了玉璇玑以及玉管、残玉片等。
发掘结果显示，丹土遗址是一处年代久远的古
城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
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古城遗址，以龙山文化时期
（早、中期）为主，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距今约
4800年以上，是目前海岱地区经科学发掘所发现的
最早的古城遗址。
“从挖掘出的城墙和壕沟来看，古城已经具备了
国家的雏形。”五莲县博物馆馆长郭公仕说，墓葬中玉
器的发现足以证明丹土古城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提
高，“先民们具备基本的加工能力，而且有些材料来自
辽东等地，物物交换的贸易很盛行，另外，城内应该有
玉石加工地，不过还没有找到。”郭馆长认为，当年贫富
差距已然存在，部落首领或者王权贵族拥有的部分玉
器已经具备了权力的象征。
先民们的遗迹终于面世。不难想象，他们在这
片土地上，烧窑铸墙，产生红土，制作陶器。同时他
们还加工石器和玉器，忙碌而充实。伟大的发现让
丹土一举成名。1996年11月，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日照市第一处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发现至今，出土文物
达2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近40件。郭馆长说，
“2015年最新挖掘显示，遗址面积应该达40万平方米，
目前最多才挖掘了十分之一”。为了保护遗址，丹土
村里已经装上了摄像头。这些年，村里也严格控制
村民挖土、盖房。
夜幕降临，离开丹土村，路上村民不多，他们已
经回到家里准备晚餐。即便生活仍在继续，但关于古
城的故事在他们心中已经扎根，他们会将其一代一
代传播下去，保护传统的文化，保护身边的文物，保
护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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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薯干加工地。

酸枣汁生产厂房。 年轻的茶老板侯传龙。 魏家薯干进行晾晒。


	A2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