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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发现身边有无证营业的培训机构，您可以拨打举报电
话。同时，相关部门将对培训机构进行不定期检查，并将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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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日 星期二编辑：贾臻 校对：杜晶华 组版：马琳娜
深 读 09

俗话说“一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早已深入人们生活。
每年清明前后，都是茶叶集中上市之时。近日，记者来到纱西茶叶批发

市场，体验传统手工制茶人邱根斌的工作。

核心提示

■给茶叶去涩提香
近日，记者在纱西茶叶批发市场找到，

制茶人邱根斌时，他正将信阳毛尖平摊在
两个箅子上。箅子呈长方形，由塑料网纱和
木板制成。邱根斌说，这是制茶的第一道工
序——凉青。

邱根斌介绍，这些茶叶是前一天才从
信阳采摘来的，当天通过高铁运到洛阳后，
他就把茶叶放入冷库中，从而保证了茶叶
的新鲜度。

大约 3 个小时后，邱根斌开始第二道
工序——杀青。他拿来一口特制的锅，待锅
被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将茶叶放入其中，用
一个特殊的炒茶工具，迅速在锅中沿顺时
针方向翻炒。这个工具看起来像一把扫帚，
但是“头小把长”。大约15秒，锅内的茶叶
便飘出清香。邱根斌将茶叶盛出，摊开放在
另一个箅子上，箅子上的茶叶冒着热气，颜
色比之前稍微暗一些。邱根斌说：“杀青可
以降低茶叶中的茶多酚含量，去除茶叶的
苦涩口感。”

将杀青后的茶叶晾凉后，进入到第三
道工序——提香：邱根斌将茶叶装在一个
大的保鲜袋中，挤出袋中的空气，扎紧袋
口，放置30分钟。由于有一些茶叶在杀青
过程中加热不均匀，因此香味也不一样，提
香就是为让所有茶叶香味均匀。

■给茶叶“美体塑形”
第四道工序是揉捻。邱根斌将提香后

的茶叶放入茶叶揉捻机中：一个小型圆柱
体的转桶在一个大圆盘上旋转。揉捻是为
了让茶叶变成条状。

“这道工序看起来是由机器完成，实
际上很考验制茶人，既要让茶叶呈细条
状，又要保证茶尖不断、茶叶不被碾碎。”
邱根斌说，揉捻过程需要制茶人根据茶

叶的形状、颜色等，又快又准地调整揉捻
力度。

揉捻的力度和时间的长短完全靠制茶
人的经验。我们看到，邱根斌通过控制茶叶
揉捻机上的一个手把来控制揉捻力度——
时而压紧茶叶，时而放松茶叶，他的目光始
终未离开转盘上的茶叶。

经过三四十分钟的揉捻，制茶进入第
五道工序——甩条，这是为了让茶叶显得
更加“有型”。邱根斌将茶叶放入锅中翻炒，
用“扫帚”保持顺时针方向迅速转动。

“这道工序要掌握好火候，火大容易炒
煳，火小容易让茶变黑，影响其色泽。”邱根
斌说。

第六道工序是抓条。邱根斌将锅加热
到60℃后，放入茶叶，手放在锅中平压、抓
起、紧握、松开，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抓
条能挤出茶叶中存留的空气，不但让茶叶
的‘相貌’更好，更能提升茶叶的口感。”邱
根斌说。

■烘焙挑选、快速冲泡
制茶的第七道工序是烘焙，一个帽子

状的竹筐被架在栎木炭盆上，邱根斌将茶
叶撒在竹筐上进行烘焙。

邱根斌介绍，每道工序能蒸发茶叶部
分水分，烘焙可以将茶叶中残留的水分完
全除去，最终，1000克湿茶可制成200克
干茶叶。

烘焙完进入制茶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挑
选，制茶人将茶叶中的茶叶杆、杂物挑出。

“想品一杯好茶，不仅需要好的制茶工
艺，也需要正确的冲泡技术。”邱根斌说，信
阳毛尖需要用 75℃的热水，快速冲泡。只
见他将新制的茶叶放入玻璃杯，加入热水
后迅速将水倒掉，又快速加入水，玻璃杯中
的茶叶根根分明，清香四溢。

手工制茶人：
用心坚守 手留余香

采访手记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我市从事传

统手工制茶的制茶人并不多，而且年
龄普遍在40岁以上。虽然机械化程
度不断提高，但是这些制茶人还是坚
守传统的制茶工艺。他们在炒制茶
叶时专注忘我，享受着茶叶在指尖滑
过的感觉，再多的辛苦，也抵不过制茶
后享受一杯清茶时的那分喜悦。

体验体验 嫩叶变茶叶 经八道工序

■南茶北移，信阳人在洛种植毛尖
邱根斌是信阳光山人，今年43岁，他

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制茶人，他从小在茶叶
的清香中长大。

7岁那年，他开始上山采茶。16岁时，
邱根斌来到洛阳卖茶叶，当时没有店铺，他
就扛着麻袋，挨家挨户敲门，推销自家制的
信阳毛尖。2008年，他在纱西茶叶市场租
了一个店铺，全家人也搬到洛阳生活。

2010年以前，邱根斌在洛销售的茶叶
大部分来自家乡。2010年之后，我市决定
选择适宜区域积极引种、试验、示范茶叶种
植。邱根斌抓住此机会，将信阳毛尖引进
洛阳种植。目前，他在栾川县发展800亩
信阳毛尖种植基地。明年，该基地将产出
首批信阳毛尖。

■希望传统工艺得以传承
邱根斌介绍，制茶是个辛苦活，炒制茶

叶至少需要6个小时；制茶人要精确掌控

炒茶的每道工序，如果一道工序做不到位，
就会导致制茶失败。

邱根斌说，小时候，他和家乡不少制茶
人一样，白天上山采茶，由于当时冷冻技术
较落后，所采茶叶不能隔夜，只能熬夜将其
炒制出来，有时候累得睡着了，炒煳过不少
茶叶。

随着科技的发展，制茶业的机械化程
度也越来越高，有些制茶企业引进先进的
制茶机器，可自动完成一系列制茶工艺。

但邱根斌始终坚持纯手工的传统制茶
方法，他认为手工制出的茶口感更好，更能
保持茶叶原有的香味。“手工制茶虽然辛
苦，但制茶过程充满乐趣。手工制茶工艺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邱根斌说，因为制茶
辛苦，现在愿意从事传统手工制茶的年轻
人越来越少。他希望有更多人学习、从事
手工制茶这一传统工艺。

本报记者 赵佳 文/图

背后背后 小茶叶凝聚制茶人的酸甜苦辣

图① 杀青——将茶叶放入锅中翻炒
图② 将杀青后茶叶平铺在箅子上
图③ 提香——将茶叶放入保鲜袋
图④ 揉捻——将茶叶放入揉捻机中

使其变为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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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教育培训
市场训市场

繁荣背后繁荣背后
的隐忧的隐忧

市教育局职成高科副科长潘涛介
绍，去年，市教育局调查组在位于中州中
路一家属院暗访时发现，这个家属院内
有各种文化课、舞蹈、乐器、书法、绘画、
棋艺等辅导班十几家。调查组随机走进
一家招收学生达200人的课外辅导班时
发现，该辅导班已无证办班长达10年。

在这个家属院内，调查组共调查了
15家培训机构，其中只有5家办理了办
学许可证，其他均为无证培训机构，且多
数无证培训机构在消防、教师资格方面
并不达标。

西工区教育局民办教育幼儿教育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蔡益群介绍，根据西工
区民办教育机构申办审批办法，每班必
须配备灭火器（瓶）一个；在二楼以上办
班的，走廊护栏应在1.2米以上，外窗应
安装防护网。此外，培训机构的教师必
须有教师资格证，财务人员须有相应资
格证。而这个家属院内的无证辅导班多
数未达到以上要求。

其后，市教育局对全市培训机构进
行排查发现，我市843家辅导班，其中只
有331 家完成审批，多数辅导机构并未
办理办学许可证。

低入市门槛使得教育部门在整治过程中
遇到不少难题。“下达停办通知书后，经营者
可能暂时停业，但是过一两个星期便会重开
或者在别的地方重新开班。”瀍河回族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马玉荣说。

■受执法权限困扰
潘涛称，教育行政部门对违规办班的辅

导机构无执法权，遇到无证辅导班，虽然对其
下达了限期整改的通知，但由于受执法权限
困扰，多数无证辅导班对限期整改的通知不
以为意。

“由于整治手段威慑力不足，在执法
过程中，部分无证辅导班的经营者有恃无
恐。有些甚至拒绝执法人员入室巡查。”蔡

益群说。
■家长推波助澜
这些无证辅导班由于收费低廉，迎合了

部分家长的口味。一些家长甚至认为，辅导班
有没有证无所谓，只要费用低、教育质量过得
去就行。

涧西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部分家
长，无证办学机构未经过审批，消防设备、安
全通道等设施未经有关部门检查，存在安全
隐患，一旦出现安全事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将无法保障。此外，无证培训机构会出现交了
学费不能保证课时数量和教学质量的情况，
再加上无证机构无法开具正规发票，当发生
纠纷时，消费者很难维权。

为了进一步净化市场，市教育局自去年
6 月起持续对全市培训机构进行整治，而且
治理手段也较以往更加多元化。

除了常规巡查、下达整改或停办通知
书外，各区属教育局还通过张贴、发放告家
长书，让家长意识到无证培训班的隐患；并
公示合格辅导培训机构，从市场源头上进行
治理。

潘涛介绍，各区教育局还设立了举报信
箱，公布举报电话。

日前，记者再次来到位于中州中路的那
个家属院，只见各辅导班接待处已全部悬挂

办学许可证、收费标准、收退费明细等（上图）；
楼梯间、走廊等处的墙上已经悬挂了干粉灭
火器；走廊的栏杆高度由原来的不足1米增
高至1.2米……

“经过近一年的整治，原来的10家无证
培训机构中有 5 家已经停办，另外 5 家培训
机构已经整改到位，并办理了新的办学许可
证。”蔡益群说。

截至目前，在全市 843 家中小学教育
培训机构中，已完成审批的共有 576 家，停
办 128 家，剩余不合格的培训机构正在整
改中。

潘涛表示，教育培训机构入市门槛低，教
育部门以后将对监管工作常抓不懈，通过建立
长效机制，维持整治成果，从而优化市场环境。

各区教育主管部门将每月对教育培训机
构检查一次，并于每月25日前将检查结果报
市教育局备案；每季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辖
区培训机构台账，对培训机构逐一登记建档；
每半年组织一次总结讲评，评出优秀教育培

训机构并对其表彰；每年对经过审批的教育
培训机构进行办学水平评估，并将评估结果
通过网站定期向社会公布。

此外，各县（市）区将建立信息举报平台，
设立举报信箱和举报电话，通过电视、报纸等
新闻媒体定期公布，对举报的问题要及时调
查核实，核实后由相关执法部门第一时间做
出处理。

无证辅导班
充斥培训市场

诸多因素成为
市场发展推手

执法受限、家长热捧加大治理难度

多元化治理规范市场行为

建立长效机制优化市场环境

近年来，随着教育培训市场的不断发展，无证办班、办学，教学质量良莠不
齐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教育培训市场存在的问题不止一次被提出。从2012年
6月起，市教育局开始对教育培训市场进行持续整治。

9个多月过去了，我市培训市场现状如何？整治中存在哪些难点？教育部
门将从哪些方面入手净化市场？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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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原因一 市场需求量大
近年来，我市教育培训机构数量不

断增多，市场需求成为其发展的主要推
手。潘涛介绍，他们对涧西区360名学
生的补习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中参加
课外辅导班的有209人达1096人次，也
就是说，平均每人要参加 3 次至 4 次教
育培训。

“后进生认为学校课程进度过快，
跟不上，想上课外辅导班‘进补’；尖子
生认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少，想上课
外辅导班拓宽知识面。”潘涛说，再加
上我市中小学禁止利用假期进行补
课，这就给校外辅导班提供了广大的
市场空间。

“看到其他孩子参加辅导班，担心自
己孩子落后，于是纷纷参加辅导班。”他
认为，家长们的攀比心理也起到推波助
澜的作用。

■原因二 准入门槛较低
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使辅导班数量

激增，而一些软硬件条件不达标的无证
辅导班也趁机浑水摸鱼。

潘涛介绍，一些办学者在社区开设
辅导班给中小学生补课。这些辅导班
大多未办理办学许可证，也未达到办学
条件。此外，部分办学者以为加盟全国
性教育连锁机构就不必获得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的办学许可；还有一些培训机
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擅自开设分支机
构，没有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备案；还有
部分办学者由于资金、场所、师资等达不
到办学要求，就采取小规模办学等方式
逃避检查。

本报见习记者 张锐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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