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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人一季度一两茶到满城茶市
茶叶市场在济南经历了一言难尽的起承转折和发展壮大

当年买茶得凭证 每人一季度一两
20世纪80年代初，济南糖

业烟酒批发站济南茶叶加工厂
由于资金紧张贷款5000万，在
这种情况下，时任副厂长的我
(赵可正)受托写了个材料给省
公司，反映茶叶加工厂缺资金
等问题，后又和省公司同志一
道去北京茶叶畜产局汇报。对
于山东的茶叶情况，当时我曾
总结几句话：“50年代好，60年
代少，70年代差，80年代压。”

“50年代好”，各大茶庄刚刚
公私合营，品种也多，家家不缺
茶；“60年代少”，是因为1958年
后受“大跃进”、“大炼钢铁”、“以
粮为纲”的影响，全国茶叶减产
50%。1958年前山东每年调入14
万担茶叶，8 0%以上是花茶。
1961年供给量降到3 . 6万担，
80%是粗茶、绿茶、老茶。这时起
开始凭购货证买茶，有城镇户口

的16岁以上的人，每人一个季度
只给一两茶叶。

为了落实“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指示，从60年代初，济南
烟酒批发站茶叶加工厂开始窨
制玉兰花茶。先后从南京、广州
铁运、空运玉兰鲜花加工花茶，
最忙时，全厂职工昼夜连轴转，
省公司、站上的领导和同志们纷
纷来支援窨茶。70年代末是最困
难的时候，我们曾用平阴玫瑰窨
制玫瑰花茶，用烟台苹果窨制苹
果茶，还试窨过槐花茶，但不理
想。从1968年开始，我们直接在
广州郊区设窨制组加工花茶。自
1977年开始，在花县设厂，从浙
江调茶坯、从山西调煤炭过去，
每年加工茉莉花茶五千担左右，
一直坚持到80年代末。

现在山东茶的生产、销售
很火爆，主要源自老一代人的

贡献。从1952年起，就有人从南
方带茶种在泰安徂徕山栽种，
没成功。1959年和1960年，青岛
中山公园和崂山分别种植4500
丛和5000丛，长势旺盛。基于
此，省领导在全省地市书记会
上提出种茶意见，并责令商业
厅负责、农业厅协助。提到山东
的“南茶北引”，不能忘记济南
人陈德熙。他50年代就读于浙
江 农 学 院 茶 学 系 栽 培 专 业 ，
1963年调回济南，在济南烟酒
站茶叶加工部工作，省烟酒公
司专门借调他去搞南茶北引，
他们脚踏自行车，肩背土壤速
测箱及试剂，从省城到县区四
处奔走，任劳任怨。记得陈德熙
常自豪地说：“伟大的俄罗斯农
业科学家米丘林在苹果栽培上
向北推进了600公里，而我们的
南茶北引推进了700多公里”。

赵可正：祖籍济南，1940年出生。1960年
考入山东水利学院河川系学习，1962年底在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下，学校院
系调整，河川系下马，全省统一分配工作。分
配到济南烟酒公司下属槐荫区工作，先后从
营业员、区店业务员做起。组织曾两次调到学
习班专学会计、财务、统计计划专业，后干会
计至1966年初。1966年4月调到济南茶叶加工
厂审评室，任物价员。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
年代初，任茶叶加工厂副厂长兼物价员。

宗伟：1956年出生，1975年底在济南烟酒
站茶叶加工厂参加工作。1977年被茶叶加工
厂派到广州加工花茶，后调到审评室工作。
1979年4月，受加工厂委派去南方学习六安瓜
片、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名茶的制作工艺。
1985年-1987年，被厂方派到浙江农业大学
学习茶叶经济贸易专业。1989年提为副厂长，
1991年任厂长。1993年，茶叶公司(原茶叶加
工厂)被三联兼并后，留任济南糖酒总公司茶
叶公司经理，直至6年后烟酒站破产。2000年，
在五里牌坊自开伟华茶行，后辗转在银座圣
洋等多处开店，旗下六七个分店。银座圣洋拆
迁后，主店迁至七里堡茶城营业至今。

上世纪90年代济南形成茶叶市场
1985到1990年，在济南十二

马路上陆续出现数家卖茶叶的。
1990年以后，十二马路形成茶叶一
条街，茶叶批发销售形成了气候。
当时以花茶和绿茶为主，毛利能达
到50%。一个小门市部一天卖500元
就保住了，比上班赚的多得多。

改革开放后，传统花茶产区
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开始没落，
花茶主产区转到了广西横县，当
地形成几百家小茶厂。那里加工
窨制的茉莉花茶大部分采用云
南茶胚，喝起来苦涩味重，但是
便宜、外形好看，逐渐流入山东
市场。他们把茶叶运过来，在北
洋大剧院附近省乡镇企业局搞
批发部，仓库设在十二马路北面
的张庄路土产果品仓库。后来就
干脆在张庄路附近就近设办事
处，一家、两家、三家，然后慢慢
开始形成了茶叶市场。这个市场
在1993-1995年初具规模，1996
年正式成立。最初叫济南土产茶
叶批发市场，也就是现在的张庄
路茶叶第一市场。

伴随着济南土产茶叶批发市

场的形成，十二马路的茶叶一条
街开始没落。当时茶叶市场的业
户，有茶厂出来的，有南方产区过
来推销的设办事处，零售带批发，
主要是广西、福建、浙江、安徽等
地的人过来的。

后来，济南的一个茶叶市场
带出了好几个茶叶市场，临近的
广友茶城原来卖钢材，第一茶叶
市场起来后，这边也开始卖茶叶。
第一茶市对面还有老屯茶城，过
去做汽车配件，后来也改成茶城。
当初，山东销售的茶以花茶为主，
后来慢慢是绿茶为主。济南作为
一个集散地，其批发范围包括河
南，河北、山西等周围这些省，甚
至到东三省、甘肃等地。大约在
2000年后，济南在当时是北方最
大的茶叶集散中心。

现在，济南的茶叶市场在张
庄路有4个，七里堡1个，黄台2
个，目前历黄路口有1个，动物
园那边还有2个。光张庄路4个
市场就有3 5 0 0家业户，七里堡
四五百家业户。干茶叶生意的，
南方人能占80%。

隔记者 王僖 通讯员 张呈柱 整理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虽然排在老
末，但对济南人尤其重要。因为泉水适宜泡茶，养成
了济南人爱喝茶的习惯。民国时期，茶行中就有赫
赫有名的八大家；20世纪60年代，就有济南人参与
了南茶北引；20世纪70年代，济南人参与了铁运、空
运玉兰、茉莉鲜花到济南窨制花茶，后来又把茶厂
建到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茶叶业在济南更是经
历了一言难尽的起承转折和发展壮大。受访人：赵可正 宗伟

上世纪80年代初茶叶经营开始出现竞争
20世纪80年底前，茶叶属

国家二类物资，有统一标准，定
价严格。从产区到销区都有专
门的部门——— 审评室专管。济
南茶叶加工厂审评室是厂里的
主要业务科室，围绕茶叶定价，
有审评，物价，验收和加工四个
岗位。产区各厂茶叶调拨价，报
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有一定保
密性，销区只有物价员掌握。审
评员评茶不受调拨价的干扰，
只按照国家标准样、省标准样
及厂内参考样评茶。每年的赔
和赚，由物价员年终专门计算。

上世纪80年代前的高档绿
茶，例如龙井、碧螺春及一些特
种名茶等，基本上都赔钱。另外，
高档茶、名茶、特级以上茶，定价
权在省公司，济南茶叶加工厂审
评室评出价格后，要连同样品及
时上报省公司审定，待省公司批
复后上市。所以，自上世纪50年
代至80年代初，茶叶价格不受市
场影响，全省统一价格。

改革开放后，茶叶产区和销
区的经营，从渠道到价格悄然发
生了变化。从茶农到市场，都开
始搞活，产量大增，品种增加，国

营经营渠道受到冲击。推销、代
销、售后付款，五花八门。由于我
们的迟钝，济南茶叶加工厂在原
来积压的基础上，库存更大，竞
争加剧。济南茶叶加工厂所处的
槐荫区就是一个竞争的典型。南
方设点自销，退休的具有茶叶知
识的老同志被挖去搞股份经营，
合作单位拉出来搞专营，街道办
也搞茶叶经营，一夜之间茶叶市
场火起来。济南茶叶加工厂船大
难掉头，条条框框仍紧锁，成本
大，费用高，在群“攻”之下，我们
的工作一度焦头烂额。

赵赵可可正正先先生生((左左))与与宗宗伟伟先先生生（（右右））讲讲述述济济南南茶茶叶叶变变迁迁史史。。记记者者 雍雍坚坚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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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喝茶、品茶，再到流行茶文化
这些年来，茶叶的消费水平

也提高很多。过去就是花茶为主，
现在品种多元，国内各地产什么
茶，济南就都有的卖。从消费水平
来看，原来喝茶就是解渴，是满足
生活需要的口粮茶，现在生活条
件好了，有钱也有闲了，喝茶慢慢
变成了品茶，再和茶文化结合起
来，品茶、斗茶、茶艺及各种茶事
活动都慢慢兴盛起来。

从各个茶叶市场转一圈就能
看到，除了品类繁多的茶叶，各种
茶具也是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茶
叶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还把农
副产品、机械生产加工以及包装
印刷等都带动起来。与茶叶有关
的上下游文化产业也逐渐兴盛，
像是书法、绘画，各种工艺品等。

在茶文化传播方面，虽然身
处北方，可咱们济南的贡献和水

平比南方还要高，因为南方容易
受地域限制，往往是当地产什么
茶就更了解什么，而咱济南什么
茶都卖，像是武夷山的岩茶、福鼎
的白茶、云南的普洱等，了解的茶
多也全，所以茶文化水平也相应
的更高一些。

客观地来说，济南过去批发
走量，一天来十车货，不用卸货
就都走了，但现在来一车货1 0
天卖不完。加上很多地方的批发
截留，济南不可能再有那么大的
销量了，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搞
零售小批发，搞茶文化了，这也
符合发展趋势。现在交通物流更
快了，各个地方都差不多，如今
电商越做越大，而有了互联网以
后对我们实体经营带来冲击的
同时也有很大帮助，减少了我们
很多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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