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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种茶致富 为茶节争光

———一位信阳茶农的心声
� � � �

“市里连续
20

多年举办茶文化
节， 让我们这些地地道道的茶农得
到了不少实惠。 平展展的公路修到
了家门口， 上山买茶的人一拨接一
拨，茶叶不出家门就能卖上好价钱，

日子过得美着哩。 ”

4

月
21

日，茶农
熊文奎与来他家采访的记者聊天
时，提起茶文化节，赞不绝口。

今年
50

出头的熊文奎打小就
生活在著名茶乡———河区董家河
镇集云村， 多年担任白果树村民组
组长，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茶把式。熊
文奎告诉记者， 他现在光茶园就有
80

多亩，年均采鲜叶
2000

多公斤，

家里
10

年前就添置了全套的炒茶
机械，“既省力又省工”。

日子过得越来越美， 这让老熊
很满足，但也有些事让老熊很头痛。

近年来茶叶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

每到采茶高峰期， 采茶工就变得很
紧俏。 他皱着眉头说：“我们种茶的
有个金科玉律， 叫‘早采三天是个
宝，迟采三天就是草’。这不，抢收鲜
叶，忙起来呀，连饭都顾不得吃。 说
句实话，能请到人，工资高点也没什
么，大家都挣点嘛。 麻烦的是，忙起
来的时候，拿着钱都请不到人，眼睁
睁看着鲜叶都长废了，心痛啊。 ”

说话间，已到中午时分，熊文奎
请来的

20

多个采茶工陆续从山上

下来， 老熊夫妇忙从大伙儿的手中
接过茶篓，剔拣、去杂、过称、记账，

繁忙而有序。此时，厨房里已飘散出
饭菜的香味。

端着饭碗，熊文奎站在院子里，

用筷子指着对面满是茶园的山坡对
记者说：“我们集云山高云厚， 最适
宜种茶，还没有病虫害，茶园从来不
施化肥、农药，不会产生任何污染，

我们生产的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茶。

我总想着如果自己能注册一个属于
自己的商标， 再在城里设立自己的
茶叶销售点，自己生产自己卖。这样
做， 不是也能为保住名茶品牌做一
些贡献吗？ ”

“其实，五云茶叶公司的创办人

阚贵元是土生土长的集云人， 这些
年他为村里办了不少出资修路之类
的好事， 我们茶农靠着五云公司这
棵大树种茶、卖茶，省了不少心，也
增加了不少收入。但我想，集云茶叶
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品牌， 因为集云
茶叶有其自己的特点， 并且是地地
道道的生态茶。 ”说这话时，老熊的
眼睛一直望着远方。

的确，比起村里的乡亲，作为村
民组组长的熊文奎看得更远一些。

他说：“集云村人老几辈子吃喝靠的
是茶叶， 茶叶与我们的命运已经融
入一起，保护集云名茶的声誉，人人
有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现
在呀， 心里头就盼着政府能好好查

一查、管一管，把好质量关，不能让
茶叶市场乱了。 ”

家门口的乡村公路上不时有喇
叭声响起， 车辆三三两两地开进村
子，开到茶厂。 老熊注意到，今年从
各地慕名而来买茶的客人比往年都
多。村子里常常停满郑州、石家庄等
地牌照的车。这让老熊舒心了很多：

“我们采的鲜叶每天都能换成现钱，

茶厂和茶农当天炒制的新茶每天都
能卖出去，说明人家还是识货的。 ”

“我们靠种茶致富，一定会凭良
心种茶，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再
说， 我们茶农炒制出让消费者放心的
茶，也是为茶节增光啊，你们说是不
是？ ”老熊话语里透着自信与自豪。

上天梯：茶叶做媒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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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梯不产茶叶， 但其丰富的
矿物资源， 却通过信阳茶文化节，与
茶产生了共鸣，共荣共生。

众所周知， 上天梯管理区珍
珠岩储量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是
业内产业集聚程度和科研水平最
高的珍珠岩产业基地。 信阳茶文
化节举办以来， 上天梯管理区积
极参与茶文化节， 大力宣传上天
梯珍珠岩产业， 扩大了自身影响
力，上天梯已经从过去默默无闻、

以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的矿区发展
成为享誉全国、 乃至世界的非金
属矿都。 尤其是管理区在

2010

年
10

月成功承办世界珍珠岩产业暨
第

22

届中国（信阳）珍珠岩技术
交流大会，共有来自美国、韩国等
30

多个国家的
300

多位行业领
导、 专家学者和产业代表参加大
会，共同谋划珍珠岩产业发展，大

大提升了上天梯在珍珠岩产业内
的知名度。

以茶为媒， 茶也成了企业的
红娘。

2011

年
8

月，辽宁省建平县
通过第

19

届国际茶文化节了解
了上天梯，

2012

年
6

月，黑龙江省
穆棱市、

2013

年
1

月，山西省灵丘
县通过第

20

届茶文化节了解了
上天梯， 并纷纷组织政府和企业
代表团专程来上天梯参观考察，

交流探讨珍珠岩产业发展经验，

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为上天
梯珍珠岩产业发展拓展了空间。

据悉，本届茶文化节期间，上天梯
管理区将邀请中国非金属研究所
的专家和学者到上天梯参观考
察，促进珍珠岩产业转型升级。 上
天梯管理区借助信阳茶文化节这
一平台，宣传自己、展示自己，结
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为上
天梯打造世界绿色建材研发及深
加工基地创造了条件。

“红娘”牵好线，“相亲”者云
集。 借助信阳茶文化节平台，上天
梯管理区积极与香港恒通、 北京
超然等公司洽谈合作项目， 并在
第

20

届国际茶文化节期间完成
签约，据统计，

2010

年以来，茶文
化节期间， 累计签约项目

14

个，

总投资
48.2

亿元。 共落地投产
9

家，完成投资
23.6

亿元，落地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1.2

亿元。 本
届茶文化节期间， 上天梯将与怡
和控股集团公司签订投资

1

亿元
的珍珠岩保温板材项目， 项目的
引进为珍珠岩产业发展提供了资
金支持和项目支撑。

2013

年，上天
梯管理区还在集聚区内筛选恒
源、怡和等

10

家企业率先上板材
生产线， 加快珍珠岩产业发展的
转型升级， 引领集聚区企业加快
推进外墙保温板项目， 今年要形
成

3000

万至
5000

万平方米的板
材加工能力，实现产值

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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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107

国道金牛山段道路扩建基本完成，为亮化美化该路段花坛，以崭新
的面貌迎接信阳第

21

届国际茶文化节，

4

月
23

日，我市公路部门组织专门的队伍
对花坛周边的沿石进行刷白。 本报记者张勇摄

“茶能”饮品上市助推茶业兴盛
信阳毛尖集团五云茶业科技公司昨推出五款茶饮品
信阳消息（记者袁国华）

22

日上午，信阳毛尖集团在即将开业
的信阳国际茶城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重磅推出了“茶能”等五款系列
新饮品， 这也是该公司向信阳第
21

届国际茶文化节献上的一份厚
礼。

据信阳五云茶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马泽民介绍，该公司
这次推出的茶能、 蜂蜜百草茶、信
阳毛尖茶饮料、信阳红茶饮料和龙
潭生态水五款全新茶饮品，是他们
在紧跟世界茶产品科研前沿和充
分研究了国际、国内市场饮品消费
趋势的基础上，通过与相关科研院
所深度合作， 投入数亿元科研经
费，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集中科技攻
关和上千次配方试验而生产出来
的针对不同消费人群的差异化高
科技茶饮品。 经过进一步了解，该
公司的茶饮品尽管与目前市场上
的茶饮品名称上有相同之处，但其
实质上有较大区别，无论是绿茶还
是红茶为原料的茶饮品，其主要成
分是茶叶原浆汁加上其他人体必
需的营养元素科学配制而成，重点

突出茶饮料的保健功效，使人饮用
后能提神醒脑、通透经脉、舒张血
管，具有“茶能量、提神气”的特殊
功效，用行业人士的话说，就是打
造出了一款全新的具有“提神不伤
身、喝茶能养生”的功能茶饮料，是
追求品质生活人群的高档享受
饮品。 五款系列饮品中均不含
具有兴奋剂作用的咖啡因，但一
样具有提神、滋补功能，是地地道
道的绿色饮品，口感爽；另外，其五
款系列饮品在包装上也下足了功
夫，视察感观效果美观大方。 其系
列茶饮品的推出，不仅填补了我市
这个产茶大区无高档茶饮品的空
白， 也为我市拉长了茶产业链条，

为增加茶叶的附加值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龙潭生态水水源则取自南湾
湖深层湖底，经现代高科技设备过
滤、杀菌后，水质清纯甘洌、益生矿
物质丰富，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
准，同样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居家
必备饮料，使用此水烧开后冲泡信
阳毛尖，则更可完全体现信阳茶不
同凡响的高贵品质。

老城办事处

突出工作重点喜迎茶都盛事
信阳消息（靳红梅

)

在茶都盛
事信阳第

21

届国际茶文化节即将
到来之际，河区老城办事处突出
环境整治、安全维稳和招商引资三
项工作重点，以整洁优美的辖区环
境、稳定和谐的节日氛围和丰硕喜
人的招商成果， 喜迎信阳第

21

届
国际茶文化节。

以环境整治为重点，打造整洁
优美环境。 重点做好背街小巷、公
厕、内河、小区的环境整治。 紧扣拆
违还绿、见缝插绿、缺株补绿、全民植
绿“四绿”工作思路，投入

30

万元，绿
化近千平方米空地。 通过净化、绿化、

亮化、美化环境，喜迎茶文化节。

以安全维稳为重点，营造稳定
和谐氛围。 办事处站在“稳定是第
一责任”的高度，把茶文化节期间的
安全维稳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来抓，确保辖区大局和谐稳定。

以招商引资为重点，收获丰硕
喜人成果。坚持将招商引资作为经
济工作的第一抓手。以茶文化节为
契机，创新招商方式，积极开展节
会招商、以商招商、委托招商、亲情
招商，力求招商工作取得实效。 茶
文化节前夕喜获丰硕成果，总投资
2.2

亿元， 商场经营面积达
4

万平
方米的信阳怡和摩尔城商业管理
项目达成签约意向。

本报记者赵雪峰

本报记者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