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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一提北方茶就是日照绿”的
自信，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姜仁
华这样勉励日照茶产业从业人员。姜仁华
指出，国内茶产业存在供给结构性过剩、
劳动力短缺、机械化水平低和产品创新不
足等问题，日照绿茶作为区域公共品牌，
相较于自身的茶园规模，品牌价值还是不
错的。姜仁华建议，日照茶产业发展要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最
终促进农民增收。
此外，日照茶产业发展要扩大思路，

与信息、教育、文创、旅游和加工等多种
业态相结合。在产品创新方面，可以借鉴
“喜茶”等品牌模式，针对年轻人的市场
需求，进行产品创新，促进年轻人的消
费。
日照市茶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日照

市茶叶协会秘书长丁仕波表示，下一步将
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发挥协会职能作用，
加强品牌管理，大力实施母子品牌战略，
规范茶产业有序生产、经营，维护和提升
日照绿茶在国内外市场的信誉，保护商标
注册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茶农增收
和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日照市茶叶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郭常

青要求，日照市茶叶协会在做大做强日照
绿茶品牌上发挥优势作用，做大做强茶叶
示范基地，在日照茶产业发展难题上作出
技术创新突破，在扶大扶强龙头企业上发
挥行业组织协调作用。各级茶叶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日照市茶叶协会的领导和指导，
为茶叶协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积极协
调财政、农业、旅游、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
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专家助推，媒
体传播。”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茶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青岛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茶学教授丁兆堂如此总结日照绿
茶的品牌打造。目前，日照绿茶已经形成
东港、岚山、莒县、五莲“两区两县”争奇斗
艳的格局。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上周发布2019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显示，日照绿茶位
居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榜单第51位，
较去年上升14个位次，在茶类中排名第8
位，实现历史性突破。

>>>产业之问
青岛茶业能否抱团发展？

“崂山区的茶企业推广崂山茶，西海
岸新区重点推介海青茶，其实不如都叫
‘青岛茶’。”在一年一度的青岛茶博会上，
即墨一家茶企工作人员曾如此建议。
目前，青岛市茶产业存在崂山茶、海

青茶两个区域公用品牌。其中，崂山茶是
原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
地理标志产品，海青茶2014年被农业部
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同处北纬36度的海
青镇，是山东省实施“南茶北引”战略最早
的地区之一，现有茶叶专业村43个，茶叶
加工企业200多家。与名头更盛的崂山茶
相比，海青茶在名气上一直都有“略逊一
筹”的尴尬。
“青岛区域内的气候差异还不足以使
消费者正确区分这两种地理标志产品，崂
山茶和海青茶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费者
对于本地茶叶产品的认知，长期维持这一
局面，终究不利于本地茶叶的发展。”江志
凯认为，整合青岛茶品牌发展成为深化改
革的当务之急。
此外，即墨、城阳、李沧同样地处北纬

36度，且区划均位于崂山山脉延伸段，其
所种植的茶树品种均为‘南茶北引’驯化
品种，所产茶叶品质与崂山茶品质基本无
异。江志凯建议，将这些区域纳入崂山茶
产区，共享区域公用品牌。
《崂山绿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
法》规定，崂山绿茶是指茶叶鲜叶全部产
自崂山区现辖行政区域，并在上述区域范
围内按照《地理标志产品崂山绿茶》（GB/
T26530-2011）生产的绿茶。“现在的崂山
茶（地理标志），就像围城。城里的人希望

走出去，扩大产地和影响力，城外的人希
望走进去，提升自身品牌实力。”江志凯坦
言。
早在2012年，青岛市政协委员匡新

曾提交提案，建议青岛市区域共同使用崂
山茶品牌，统一打造这块金字招牌，不过
有关部门并没有采纳。现在看来，由政府
搭建平台推动青岛茶产业和品牌整合，消
除岛城茶业品牌乱象，打造覆盖青岛全境
的“大崂山茶”区域品牌，提高“大崂山茶”
的规模与效益，可以化解在产业宣传推广
上找不到着力点的尴尬与困境，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西海岸新区绿茶开发研究会会长、青

岛益元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传村表示，
海青镇虽然与日照市相邻，但海青茶自成
一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种植，1968年
有了大型茶厂，目前茶叶种植面积大、种
植户也多，而且规模在不断扩大，逐渐从
单纯生产茶叶转向旅游观光与茶叶生产
并重。
半岛记者查询发现，对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的区域属性进行重新审视，在国内不
乏先例。随着各地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出
现了多处茶产业在原有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前提下，扩大使用范围的案例，如蒙顶
山茶、都匀毛尖、祁门红茶等，将品牌使用
范围从县域扩大至地级市（州），种植环境
相似、生产标准统一，带动原核心产区周
边地区共同发展，使得品牌的规模基础产
生了跨越式发展，有助于茶叶产业化发展
与提升。不过，扩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
用的区域范畴，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
决，如是否会带来品牌保护的问题、是否
会稀释品牌核心价值、是否会出现“公用
地灾难”，等等。
因此，扩大崂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使用范围，也不能操之过急。“崂山茶
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完善防伪，做好品质
控制，打响金字招牌。”江志凯说，崂山茶
品牌含金量做起来之后，才能开始进行
整合。

日照圣谷山茶场，工人正进行茶叶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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