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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以信阳前缀， 毛尖和信阳便有了各自
非同寻常的意义。

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郑板
桥的诗句让人品出了新茶的清香和饮者的欢
愉，四月芳菲，茗香信阳，底眉处，峰回间，信
阳和信阳人，谁能离开了一个“茶”字呢！

信阳和毛尖就是相生相依，相辅相成，相
互成就。 这话没错。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

苏轼认为，“淮南茶信阳第一”。

在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信阳茶
获得金奖。

近二十年来，“信阳毛尖” 在全国绿茶评
比中，多次获得金奖。

叠加在信阳毛尖身上的种种溢美之词，

使我们看到信阳毛尖这个名字， 都会露出彼
此了然的欣然笑容———不管时光如何匆匆，

信阳毛尖， 都会成为信阳人生命中的那道暖
色记忆。

“茶产业的发展， 最终取决于市场竞争
力，说得直接一些，就是我们生产的茶是否卖
得出去、能否卖得更多。 而做到这一点，需要
茶企业在开拓市场上狠下工夫。 开拓市场不

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
茶企业做大做强，做响品牌，进一步提高产品
质量和市场占有率， 从而推动我市茶产业更
好更快发展。 ”

孟春四月，莺飞草长。市委书记郭瑞民深
入河区河港镇、董家河镇部分茶园、茶叶
加工企业、鲜叶交易市场，了解春茶采摘、生
产、销售情况时，对信阳茶叶生产提出以上希
望。

也曾有这样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一幕，

今年
3

月
7

日上午，中央电视台“两会”特别
节目《又是一年春来到》，就“两会”热议话题
对全国人大代表、 信阳市市长乔新江进行了
专访，节目最后，乔新江把一幅合作社茶园的
图片挂在了演播厅的印象墙上。他说，采茶姑
娘们穿着红色的服装，预示着我们信阳毛尖、

信阳红越来越红火。

对信阳茶业家底的如数家珍， 对市茶办
主任魏勇来说，显然是一种充满深情的梳理。

他告诉记者， 我市茶叶生产优质的基础性工
作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快速发展。

全面完成全市茶叶生产基地建设工作。

魏勇说，截至去年年底，我市完成茶叶基地建

设
30.2

万亩， 占
30

万亩年度目标任务的
100.7%

； 其中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
4.75

万
亩，

8

个产茶县区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目
标任务， 去年全市茶叶生产基地建设工作全
面完成。 目前， 全市茶园面积已达

210

余万
亩。

茶叶产量效益再创历史新高。 随着国内
外茶叶产销量的不断上涨， 去年我市的茶叶
生产再创历史新高， 特别是信阳红茶的逐步
推广，引领带动了全市夏秋茶的开发生产，大
大提高了茶叶资源的利用率。各县区、各有关
企业努力加强市场调研， 针对多元化的市场
需求，坚持多茶类发展，不断调整产品结构，

丰富茶产品，延长产业链，除加强信阳毛尖、

信阳红等高档茶生产外， 还注重中低档茶的
生产，推出了炒青、蒸青、烘青、乌龙茶（观
音）、黑茶（砖茶）、红碎茶和花茶等茶品类。初
步统计显示， 去年全市茶叶总产量已达到
5220

万公斤，产值达到
77.2

亿元。 其中红茶
产量近

850

万公斤，产值近
20

亿元；黑茶、乌
龙茶、花茶等其他茶类产量

400

万公斤，产值
5

亿元。 全市茶叶产量、产值较上年均有大幅
提升，再创历史新高。

扎实推进农业部标准茶园创建工作。 农
业部标准茶园创建开始实施以来， 市茶办按
照农业部、省农业厅创园方案的工作要求，成
立了专家组和技术服务组，及时跟踪指导，强
化技术服务，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茶叶标准
园创建规范（试行）》和《全国园艺作物标准园
创建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措施，狠抓责任
细化分解，确保创建成功。 去年上半年，农业
部和省农业厅已对首批创建的单位进行了初
步检查验收， 并对下一步的创建单位进行了
实地考察，同时，农业部还分两次对创园茶叶
产品和我市春季生产的“信阳毛尖”和“信阳
红”进行了质量抽检，实施茶叶质量安全风险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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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毛尖”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驰名中外。 近年来，我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茶叶市场发展规律，利用红茶市场升温，消费人数增
加的大好机遇，充分利用茶叶资源生产红茶，为全国茶叶产区探索了一条增收增效的新路。信阳人一手擦亮“信阳毛尖”绿茶金字招牌，一
手抓研发创制“信阳红”红茶，一红一绿相得益彰。 得山水之灵秀、茶道之精神、茶友之钟情、市场之厚爱，我们相信，信阳毛尖茶一定会绿
得更加诱人，信阳红茶一定会红得更加灿烂。 在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3

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览会来临之际，本报推出
“喜迎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信阳茶事”系列报道，藉以希望国内外茶界同仁以此机会与信阳茶叶企业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共创
“信阳茶”和信阳的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