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丢了茶叶这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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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茶乡采访时遇到了茶农

老袁， 当时他正在自家的茶园里采摘茶

叶，脸被太阳晒得黝黑，却是一脸笑意。 说

他是茶农，他却在城里做着手工挂面的生

意；说他是城里人，但是每年的茶叶采摘

时节，他都要和妻子一起回到村里，忙着

采茶叶、卖茶叶，累并快乐着。

老袁是浉河区谭家河乡徐家岭人，有

两个儿子，没进城之前，家里有几亩茶园、

菜地、水稻和数棵板栗树，这些都是他的

宝贝，因为正是靠着这些，他供养两个儿

子上大学。“别看茶园没多大，但是采茶、卖

茶，以前我还自己炒茶叶，一季下来收入也

不少。我儿子能交得起学费，它的贡献可不

小。 ”老袁说。

随着两个儿子在市内成家立业， 为了

不让父母太辛苦，在儿子的劝说下，老袁和

妻子搬到了城里， 平时靠卖点手工挂面打

发时间。 乡下的田地、菜园、板栗树由于疏

于管理，荒了怪可惜，都相继转包给了村里

的邻居， 但是几亩茶园老袁却说什么也舍

不得丢。 “以前它是我的钱袋子，现在我老

了，他就是我的根、我的情。生在茶乡，没有

几亩茶园， 怎么能说是茶乡人？ 什么都能

丢，就是不能丢了茶叶这个根。 ”对于留着

的茶园，老袁有很深的感情。

在自家茶园里， 忙碌了一个月的老袁

和妻子，胳膊和脸都已经被晒得黝黑。虽然

已经常年不干农活，但是采起茶叶来，双手

却能快节奏地飞舞。 “根本不可能手生，采

了一辈子茶叶了， 农忙时睡觉做梦都在采

茶叶。 ”老袁说，由于没有雇人，忙起来，饭

顾不上吃，茶顾不上喝，采茶、卖茶，一天也

休息不了几个小时， 但他却说就这样心里

也是高兴的。 “总想多采几把，省得浪费了

可惜，等忙完了这一阵，带点茶叶给城里的

亲戚，让他们也尝尝。 ”老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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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烘托信阳茶文化

节氛围， 推进素质教育，

日前，信阳市胜利路学校

组织小学生开展了“茶文

化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

小学生们吟诵茶诗，朗读

茶文，表演茶道。 通过此

次活动，增进了小学生对

信阳毛尖的了解，激发了

他们热爱信阳、热爱茶乡

的情怀。 图为该校学生正

在进行茶道表演。

本报记者 张 勇 摄

新县电业局

为茶农提供“双保险”服务

信阳消息（陈 巍）“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感

觉心里踏实多了，再也不用因为电的问题而担心，

可以加快生产进度了。 ”近日，新县陈店乡茶厂的

王老板， 对前来维护线路的新县电业局陈店供电

所职工连声感谢。

新县陈店乡和沙窝镇是该县的两大产茶基

地，茶树种植面积达到

24

万亩，年产干茶

300

万

公斤， 产值近亿元。 茶叶加工用电属于季节性用

电，每年秋茶采摘过后用电量急剧减少，等到第二

年春茶开采后，茶农的用电量又迅速增长。

今年，为确保茶农能够用上放心电，新县电业

局未雨绸缪，为茶农用电上了“双保险”：安上“硬

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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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该局就在陈店、八里两个产茶乡

镇进行用电普查， 对茶农家的用电设备进行漏电

保护测试，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

700

余米，更

换故障开关断路器

36

个、 增容表计

14

块。 安上

“软件保险”。 该局相关茶产区供电所积极组织党

员服务小分队， 义务为茶农提供用电服务， 实行

24

小时值班，让茶农夜晚也能安心生产。

谭家河乡

积极维护茶叶市场交易秩序

信阳消息（彭延斌）近日，浉河区谭家河乡全

力协调工作人员，成立了春茶生产服务办公室，全

力维持春茶交易市场的秩序，维护茶农利益。

为了改变以往春茶“骑路市场” 的状况，谭家

河乡加大茶产业发展投入力度，配套建成了“信南

茶城”茶叶专业交易市场，并在市场内进行归行划

市，进行分类经营。在今年春茶上市期间，该乡成立春

茶生产服务办公室，抽调公安、工商、市场服务等

部门工作人员和乡政府干部职工在市场值班，全

力维持经营秩序，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文

明诚信的经营氛围。近一个月以来，每天都有上千

人来到该市场，上万斤青叶、干茶在这里交易。

见习记者 王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