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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芜 齐 鲁 干 烘 茶 产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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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文化底蕴深厚，其中齐鲁茶文化更是历史悠久，先秦时期的史料中便已有吃茶饮茶的

相关记载。莱芜老干烘茶作为山东茶文化的重要一环，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独特的文化与经济价

值。文章旨在理清莱芜干烘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结合其制作工艺和品质特征，深挖莱芜齐鲁干烘的

当代文化及经济意义，对其未来品牌化、产业化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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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dong province has a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among which the tea culture of Qilu has a long 

history.There have been related records of eating tea and drinking tea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pre-Qin 

period.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handong tea culture，Laiwu laogan baked tea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unique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The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of Laiwu dry 

baking tea，combined with it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haracteristics，dig into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Laiwu Qilu dry drying，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ts future 

branding，industrializ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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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人口数量众多的大省，山东省不

仅衍生出了以鲁菜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而且还诞生

了历史悠久的齐鲁茶文化。山东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向上可追

溯至先秦时期。至唐代，饮茶已在民间盛行，并持续绵延至今。

莱芜齐鲁干烘茶作为山东地区颇具特色的茶叶品种，有着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及经济价值，但目前就莱芜齐鲁干烘

茶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深入挖掘，缺乏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

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探访，研究莱芜老干烘茶并深入挖掘其所

代表的茶文化意义，对丰富中国茶文化体系，推动区域特色产

业发展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莱芜齐鲁干烘茶历史溯源 
（一）起源背景探究 

老干烘又名“黄大茶”，原产于安徽省霍山、六安一带，

明朝时期两地间商贸往来频繁，所盛产的黄大茶也远销山东。

《霍山县志》就记有“远销山西、山东、张家口和东北一带。”

莱芜位于山东鲁中腹地，是古代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是明

清时期茶叶自安徽运往鲁北地区以及周围其他地方的必经地，

那时候商贩往来经营者众多，逐渐演变成了安徽黄大茶的重要

中转地和集散地。 

（二）名称更迭历程 

莱芜老干烘与其原产地安徽等地称呼一致，也是“黄大

茶”，盖因此茶外形而得名。采摘时多选取茶树的粗枝大叶，

叶片大，茶梗长，又名“大叶茶”。烘焙后颜色由嫩黄到棕色

不等，在冲泡之时茶汤呈深黄偏褐色，香气浓郁，有一股糊香

味道，故名曰“黄大茶”。 

在莱芜等山东地带称其为“老干烘”，这个名称的由来还

跟一个故事有关。据说莱芜人吕清梅看贩茶获利高，便想去安

徽贩茶，但首次就出师不利。茶叶运回后恰逢连阴雨天，茶叶

开始返潮，长此下去必定会发霉变质，于是他急中生智利用烘

干技艺，把茶叶用木炭烘焙保持干燥，天晴时再去售卖。因茶

叶经过二次烘焙，散发出特殊的焦香，客人纷纷叫好，以为是

新的品种，便问是什么茶，吕清梅便回答“老干烘”。“老干

烘”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后来，吕家后代逐渐完善烘焙技艺，周围茶商也纷纷上门

学艺，从此安徽的“黄大茶”在莱芜就变成了“莱芜老干烘”。

周边茶商由于从莱芜进货，所以“莱芜老干烘”便逐步闻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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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地。清朝时甚至还曾上贡朝廷，故有“齐鲁干烘”的美名。

2001 年，老干烘非遗传承人承前启后，改进技艺，树立品牌，

把“莱芜老干烘”正式更名为“齐鲁干烘”。 

二、莱芜齐鲁干烘的制作工艺 
莱芜齐鲁干烘的制作工艺主要包括萎凋、杀青、揉捻、闷

黄、烘焙五道工序。 

（一）萎凋工序 

把已刚采摘的鲜叶均匀的摊放至纱网上，通过静置的方式

使茶叶散发部分水分。其时间越长，茶香浓度越高。 

（二）杀青工序 

通过高温把茶叶中的水分二次吸取一部分，用高温破坏鲜

叶中酶活性，为后期的烘焙及揉捻工序打下良好基础。 

（三）揉捻工序 

揉捻的主要作用是塑造茶叶外形、破坏叶细胞以利于果胶

和蛋白充分揉到叶子表面。干燥温度 110-130℃、时间 45-60

分钟。 

（四）闷黄工序 

此工序通过控制温度和湿度，使得茶叶中的物质发生水

解，生出大量茶黄素、可溶性糖、消化酶。精致或蒸压成型等

多道工序而成，颜色乌润油亮，香气浓郁，滋味醇和，回甘持

久。 

（五）烘焙工序 

1.初烘 

原料茶利用烘干机进行初烘，温度应控制在 110℃-120℃，

时间 10-15 分钟，烘制后含水量应控制在 70%-80%，叶条基本

干硬，嫩茎稍软为宜。 

2.渥堆 

在摊凉台将茶叶渥堆，促使茶坯在水热作用下进行自动氧

化反应。 

3.复烘 

渥堆后的茶叶再次投入烘干机，温度应控制在 75℃-90℃，

时间 20-40 分钟，水分充分挥发，手捻至粉末状即可。 

4.足火 

摊凉 30-40 分钟后，进入烘焙机，温度应控制在 80℃-95

℃，时间应控制在 15-20 分钟，使其含水率达到 4%-6%即可。 

5.拉老火 

经足火后的茶叶入烘笼，烘笼在炭火上烘焙 10 秒，即抬

下翻茶，依次边烘边翻，每笼茶叶应烘翻 60 次，烘至叶片油

润带霜下烘摊凉即可。 

正因老一辈人的不断打磨传承，莱芜老干烘茶制作技艺入

选了 2016 年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老干烘茶既传承了干烘茶

几百年来的制作技艺，又创新融合发展，实现从纯手工炒制到

机械化制作。不仅形成了莱芜老干烘的独特制作标准，保证了

其品质的传承和独特的口感，同时作为一项非遗品牌，也有利

于其打造品牌特征，丰富品牌内涵，进而也进一步拓宽了其发

展路径。 

三、莱芜齐鲁干烘的品质特征 
（一）外形、汤色、香气特征 

老干烘茶，茶叶叶大，多梗，多由茶树的粗枝大叶制作而

成。炒制后呈深褐色，叶片以紧密、匀整、均净、乌润为最佳。

其色、香、味独特，用热水冲泡之后茶汤呈橙黄清澈或深黄带

褐色，散发浓烈的糊香气味。 

（二）滋味口感特点解读 

老干烘茶性和不寒，回味甘醇悠长，多次冲泡后，茶叶条

索紧致，汤色橙红透亮。它结合了山东人高盐、高脂的饮食习

惯，可以解咸养胃助消化，被亲切地成为“鲁菜伴侣”。在众

多茶叶种类中，其以普通廉价为独特优势，深受百姓青睐。其

口感苦中带涩，夏天败火解渴最为过瘾。在实地访谈中发现，

老干烘茶深受莱芜当地人的喜爱，不论贫富都喜好此茶。老干

烘茶自古便是齐鲁大地特别是莱芜地区人们喜好的饮品之一，

亦是人们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莱芜市志 商业服务业》中

则记载：“县明饮茶在莱芜民间十分普遍，品种则主要是‘干

烘茶’。”可见当时老干烘已经成为莱芜人民的日常饮品。调

查发现现在的莱芜老干烘依旧是莱芜人民的口粮茶，其销售范

围不仅是莱芜地区，也覆盖了莱芜周围的大部分山东地区。同

时齐鲁干烘依托便利的物流运输，也已经销往全国各地，在全

国各地找到了喜其口味的受众。 

四、莱芜齐鲁干烘的文化内涵 
（一）民俗文化中的体现与意义 

在莱芜当地，以茶为礼的风俗延续至今，老干烘茶历来深

受莱芜人民的喜爱。莱芜干烘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具有社会

交往的意义。根据不同的生活场景需要，逐渐演变出来了迎客

茶、提亲茶、求助茶、道歉茶、建房茶、感谢茶等各异茶名。

在这些情景中，人们的首选就是齐鲁干烘，成为日常迎来送往

中的“硬通货”之一。而且在一些重要节日祭祀仪式中，莱芜

干烘也是茶品首选，比如春节、中元节的祭祀桌上必备一壶老

干烘茶，祖祖辈辈都爱喝的老干烘茶也成为祭祀礼仪中的必要

一环。老干烘茶成为了莱芜人代代相传的印证，同时也是莱芜

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 

（二）精神文化象征解读 

在实地探访过程中我们发现，莱芜人在家中有访客到来时

必会下一壶茶来热情招待。到受访人家中时，受访人总会抓一

把老干烘茶放进茶壶中用热水冲泡，空气中弥漫着茶香四溢的

淡淡甜味。当问及为何要放一大把茶叶时，受访人解释说：“老

干烘茶放少了没有醇厚浓酽的口感，故莱芜人又称其为‘大把

抓’。”从访谈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齐鲁干烘茶所蕴含的莱

芜人乃至山东人朴实、憨厚、坚韧、热情好客等精神品质。人

情如茶香，老干烘代表的不仅是莱芜地区的一类文化，更是莱

芜人的一种精气神。 

五、莱芜齐鲁干烘的产业现状 
（一）种植与生产规模概况 

莱芜曾传说有几百年的古茶树，但由于年代久远，没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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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记载和遗迹，已无从考察。但从 1968 年以后，莱芜响应党

中央毛主席“南茶北引”的号召，从老干烘的原产地安徽引进

茶树，在高庄等几个公社进行试点，其中种植规模最大的就是

高庄公社，后来又不断的整治和引进了优良茶种。在 2013 年

“山东五福茶业公司”落户莲花山张家庄村，新一轮“南茶北

引”工程实施，从安徽引进茶叶良种，在莲花山建设开发了“齐

鲁干烘千亩生态示范园”，面积达到了 2000 亩。至 2023 年，

已建成山东省最大的万亩集中联片茶叶生态旅游观光盛地。 

（二）品牌建设与市场影响力分析 

现今老干烘茶最知名的是五福茶业有限公司旗下的“齐鲁

干烘”品牌，其创始人是齐鲁干烘茶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

其知名度较高，特别是在以莱芜区为核心的山东省省内，在其

周围是一款普及度较高，适合人民大众口味的茶叶品种，也是

莱芜当地饭店宾馆等的招待用茶。在国内其他地区则知名度较

低，与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等知名大品牌相比，影响极为有

限。但随着网络电商的发展，齐鲁干烘在国内的影响力也已不

断上升。 

其产品定位为“具有独特工艺和口感的特色茶叶”，强调

了其传统的制作工艺、醇厚的口感和独特的老火香，以品质取

胜。其中五福茶业更是以传统非遗技艺在众多品牌中拔得头

筹。其不仅价格亲民面向群众，也有高端定制满足礼品市场和

部分追求高品质的消费者。部分品牌注重包装设计，融入山东

特色元素，如泰山等文化符号，或者体现传统工艺的图案，使

包装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厚重的文化感。 

（三）市场营销策略与渠道拓展 

目前齐鲁干烘采用的市场营销策略，包括线下专卖店、线

下门店代销、入驻抖音等主流新媒体平台，通过抖音短视频推

广、抖音直播带货等线上模式、也有线上线下相结合等等。除

此外，参加非遗展览会、茶博会、灯会、农产品展销会等方式，

让更多的人了解莱芜齐鲁干烘，有利于助推品牌向省外拓展，

提高知名度。 

（四）产业融合发展态势 

莱芜齐鲁干烘品牌现在已经成为莱芜文旅品牌之一，代表

莱芜非遗推广莱芜文化。现今“五福茶业”立足莱芜区莲花山

3A 级景区的自然优势、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等融合创新发展，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齐鲁干烘茶特色文化产业优势为突破，坚持

“经营园区化、园区设施化、管理企业化、生产标准化、产品

品牌化”，高标准规划建设了集茶叶种、产、销、茶知识科普、

旅游观光、休闲体验、非遗传承于一体的莲花山“齐鲁干烘”

生态示范园。 

成立莲花山云雾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发展“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已带动万

余户村民增收致富。并专门规划 3.3 公顷的“扶贫茶园”，吸

纳贫困人口在茶园务工。通过农民土地入股、进企务工等方式，

使土地在企业产生更大效益，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实现了“企

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共营模式。 

六、莱芜齐鲁干烘的发展策略与展望 
（一）品牌建设与提升策略 

莱芜齐鲁干烘茶未来要不断完善改进生产工艺，深入挖掘

品牌文化内涵。结合莱芜地域文化特色打造独特的品牌故事、

品牌形象标识，制作特色包装提升产品辨识度。加强品牌宣传

推广力度，通过广告投放、社交媒体营销、参与大型茶文化活

动等多种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市场拓展与营销创新思路 

依托莲花山风景区线下销售和推广，结合新媒体网络平

台，宣传莱芜老干烘茶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老干烘。此外还可

以在莲花山景区进行非遗特色展演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茶文

化的同时了解茶叶制作技艺。立足莱芜特色，结合莱芜齐鲁干

烘的文化内涵，生产相关茶特色文创，通过文创销售带动茶叶

销售。生产一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培养年轻一代的

干烘受众。 

七、结语 
莱芜老干烘在山东境内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品质

上乘口感醇厚，贴合了山东人的饮食习惯，并历久弥新，至今

仍备受到山东人喜爱，说明其生命力依旧顽强。而且作为山东

省省级非遗技艺之一，其文化内涵丰富，在民俗等方面也有其

独特意义。当前齐鲁干烘顺应时代潮流，融合创新发展，其产

业发展情况良好，已经探寻出了一条适合莱芜干烘发展的新道

路和新模式。后续应加强与其他特色茶类互鉴，持续探究产业

融合新模式，拓宽营销渠道，提高其国内知名度。同时通过发

展特色文创等手段，积极培养并吸引年轻一代受众，为老干烘

文化的代代相传以及产业化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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