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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不土，就要扬眉吐气了”

———信阳毛尖九大名山之一土门村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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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毛尖产地有九大名山头，但

是大多数信阳人只知道 “五云两潭一

寨”，而对于与之并列的“一门 ”———

土门村却是知之者甚少。 事实上，按

照信阳毛尖茶原产区域标定的地理

位置， 浉河区谭家河乡的土门村也

是信阳毛尖的原产地之一。

土门村，位于浉河区谭家河乡

西北角 ， 北与浉河港镇马家畈村

仅一山之隔 。 这里的村民家家户

户都种茶 ， 这里的信阳毛尖与哪

里的相比都毫不逊色。 而土门毛尖

质实名淡的现实却与

30

年前的一

次错失机遇有关。 “那是信阳毛尖刚

开始开创品牌化的时期， 土门村的

茶山与黑龙潭、白龙潭的茶山就一

岭之隔 ， 所产茶叶也几乎是一模

一样的 。 就是因为当时土门村茶

山面积较小，地理位置也有些偏僻，

本来应该与‘五云两潭一寨’齐名的

‘一门’ 就没有列入大型茶企的发

展规划中 。 ”如今说起这些陈年往

事， 土门村的老支书卫才贵依然颇

觉遗憾。

2009

年

4

月， 土门毛尖在中国

茶叶流通协会举办的“恒天杯”全国

名优绿茶评比会中荣获银奖是土门

毛尖迟来的荣誉。 在土门毛尖逐渐

被市场认可、销路大开的现状之下，

当地茶农的骄傲之感、 荣耀之情以

及备受鼓舞的精气神儿全都由内而

外散发得淋漓尽致。

据土门村村支书冯根祥介绍 ，

全村目前共有

1

万多亩茶园，

90%

以

上的村民都种茶， 人均收入都在万

元以上， 茶叶收入至少占到家庭总

收入的

80%

。 近

20

天以来，每天一

到了干茶交易的时候， 土门村的茶

叶市场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 上千

号人，上百辆车一起涌来，除了信阳

本地的茶商之外， 还有不少来自洛

阳、郑州、驻马店等地的茶商慕名而

来。 每一天都会有几千斤炒制好的

干茶从这里销售出去。 冯根祥说，全

国人大代表、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文新计划在今年上半

年，从头采开始着手，在土门村收购

总价值达

2000

万元的茶叶。 足以可

见，土门毛尖并不土。

市场逐渐认可了 ，茶叶一年比

一年好销了 ， 茶农也都开始富裕

了。 难怪当地茶农都说 ，土门就要

扬眉吐气了 。而谭家河乡政府着力

做强“一门”金字招牌的决心和为拓

展 “一门 ”品牌的发展空间所做的

努力也让人对土门毛尖的未来更加

憧憬。

谭家河乡：步入茶业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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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河区谭家河乡地处南湾水库

的上游，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

这方水土以灵性，然而万物相生，在

生态环境保护这面飘扬的旗帜下，

谭家河乡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

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板栗、茶叶、

食用菌和生猪养殖一直是该乡发展

的四大支柱产业， 也是当地农民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由于受大

气候的影响， 在板栗种植和食用菌

生产逐渐淡化并成为历史之后，为

了保护全市人民的“大水缸”———南

湾湖的水质， 谭家河乡拿出了壮士

断腕般的勇气关闭搬迁了全乡几乎

所有的养殖场。 如今四大产业仅剩

其一， 茶产业也成了助推谭家河乡

经济发展、 群众致富的最重要的产

业。“乡以茶名、民以茶富”的发展思

路为该乡的茶产业发展着重定义，

从思路规划到实施，乡党委、乡政府

着力打造信阳毛尖名优茶核心生产

基地的决心也彰显无遗。

据谭家河乡党委书记后国军介

绍， 谭家河乡将浉河区茶产业发展

“

6316

”工程和“浉河区茶叶产业集

群试点” 等茶产业发展目标进行有

机结合， 在加快改造老茶园步伐的

同时， 对新建茶园的选址， 实行生

态、地貌统筹兼顾，科学布局。 在确

保茶叶品质，不搞“田改茶”的基础

上，坚持在全乡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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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下的荒

山、荒丘中寻找种茶空间，发展生态

优质茶园。 通过高规格建设标准化

无性系茶基地的示范引领、 免费发

放无性系优质茶苗， 及义务为茶农

办理茶园林权证等有力举措， 激励

广大茶农、茶社和茶企，稳步扩大茶

园面积， 努力打造信阳毛尖名优茶

核心生产基地。

据了解， 谭家河乡现有茶园面

积

7.5

万亩， 年产干茶

80

万斤，年

涉茶产值达

3.5

亿元。 下一步，该乡

准备用

3

年至

5

年的时间把茶园面

积发展到

12

万亩。

谭家河乡乡长张邦林告诉记

者， 发展无公害生态有机茶园是谭

家河乡茶产业发展的坚持。 集中整

合茶产业、扶贫、社保等各种培训平

台、 组织各级技术人员深入茶园田

间地头，进行实地技术指导。 同时，

严格按照 《信阳市浉河区生态有机

茶园种植管理技术规范》进行操作，

鼓励茶农施用农家肥、有机肥，提升

和巩固信阳毛尖的优良品质， 依托

高山无公害生态有机茶的优势和独

特的炒制技艺， 打造谭家河茶产业

的特色，叫响自己的品牌。

如今

,

谭家河乡茶产业已经初

步形成了“合作社

+

社员

+

基地

+

品牌

+

市场”的经营模式。目前，谭家河乡已成

立有万寿山茶叶专业合作社、土门生态

有机茶专业合作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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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专业合作组

织， 注册了 “天堂御叶”、“东方春

茗”、“御皇”等

8

个茶叶商标。

市场建设在茶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意义重大。 为了满足茶叶交易需

求，谭家河乡已经配套建设了“信南

茶城” 和土门毛尖产供销一体化园

区两个茶叶专业交易市场， 精心打

造茶叶“产、供、销”集散地，对专业

市场进行归行划市、分类经营，增强

市场整体功能， 助推谭家河乡茶产

业从生产到销售再到品牌建设的全

方位、立体化新发展。

培育龙头企业， 着力引进大型

茶叶加工企业， 以茶招商、 以商促

茶、 以茶富农是该乡茶产业发展的

又一举措。 在充分发挥好祁氏茶业

有限公司、 飞尼康斯茶叶制品有限

公司、 万寿山股份制合资茶场等招

商引资茶企业的龙头带动效应的同

时，今后，将依据区位优势，加快茶

产业集聚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计

划在茶叶资源丰富的南片大庙畈和

北片徐家岭引进两个大型茶叶加工

企业， 在巩固发展现有优势的基础

上，引导企业研发新品种，开发乌龙

茶、 白茶等茶类生产， 形成门类齐

全、高中低档配合的系列茶叶产品，

逐步步入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

集约化、 标准化生产加工的茶产业

发展道路， 带动全乡群众走上共同

致富之路。

� 4

月的谭家河处处春意盎然，来到这个我市“名优茶核心生产基

地”之一的乡镇，就连和煦的春风里似乎也着缕缕茶香。

4

月

24

日，记者

一行驱车来到这里已快正午，艳阳高照，气温飙升似炎炎夏日，但是没

想到比天气更“热”的是谭家河茶叶交易大市场的交易景象。

记者注意到，茶叶市场外停了不少外地牌照的车，市场的入口处

四邻八乡的茶农、茶商们正聚在这里交易，人潮涌动，叫卖声、讨价还

价声不绝于耳。 有人在精心挑选、鉴别茶叶纯度，有人在开心数着钞

票，有人在吆喝着雇人把收购的青叶扛上车，不时还有挑着箩筐、骑

着摩托车、开着三轮车带着新鲜青叶忙赶过来的茶农，一时间这一切

的忙碌成了这个时节茶乡特有的风采。

茶农李得胜上午和家里人采摘的一大筐青叶刚刚被茶商以

70

元

/

斤的价格买走，一边数着钱一边用袖子擦一把脸上的汗水，站在

太阳地儿里的李得胜尽管背上汗湿了一大片但是笑得格外灿烂。 “以

前我们属于小作坊自产自销，加工技术有限，销路也发愁，但是现在

我们从山上采完茶下来就能到这来交易， 各家茶叶品质的好坏一目

了然，有了对比，有了竞争，对我们茶农来说才能有提升，有了统一规

范的市场，只要茶叶好老板们都争着来收购。 ”李得胜说。

据了解，谭家河茶叶交易大市场占地

35

亩，前期投资

2000

多万

元，现有门店

40

多家，涉及茶叶鲜叶交易、干茶加工、包装销售等多

个方面，既是一个能一体化展现茶叶生产工艺的平台，又是一个传播

茶文化的平台。 “一根筷子轻易被折断 ， 但是一把筷子牢牢抱成

团 。 ”说这句话的是谭家河茶叶交易市场的发起人之一张德耀，如

今他的有机茶专业合作社也发展得如火如荼，“现在洛阳、郑州、驻马

店、平顶山等外地客商越来越多，对我们来说，这个茶叶交易市场搭

建起了茶乡与外界市场沟通的桥梁， 也汇聚起了我们茶乡人闯市场

的力量。 ”

卫才贵夫妇谈“茶经”

�

夕阳西下，凉风习习，土门村村

民卫才贵和妻子郝开琴坐在家门

前，品一口自家产的毛尖茶，遥望一

眼远处墨绿色的茶山头， 一天的疲

惫在这阵阵茶香中慢慢消散。

卫才贵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头

衔，信阳市浉河区碧源茶叶有限公司

总经理， 而他的妻子郝开琴是公司法

人代表，公司是去年

3

月注册的。

“你品品我们的茶叶咋样？ ”郝

开琴一边说着一边给记者端上了新

炒制的毛尖茶。 果真，细圆光直多白

毫，一品，汤清水绿香度高。 “我们的

茶叶品质一直都是这么好， 但是就

是这么好的茶， 在过去卖起来也发

愁啊。 ”卫才贵说。

他说的“愁”，也是大部分土门

人过去的心病。 “我们夫妻俩那时候

卖点茶辛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种植技术差，产量低，炒制的品质难把

握，交通也不方便，风里来雨里去也挣

不了几个钱， 不过现在完全不一样

了。 ”老卫有些激动，“前段时间来收

购茶叶的客商简直太多了， 门都差

点让他们挤破了。 ”

“你们要是凌晨三四点来，那茶

叶交易的场面真是让你们震撼。 ”郝

开琴补充道。

近几年来，随着发展的需要，越

来越多的人肯定了土门茶叶的优

质，当地政府也开始打造土门品牌。

“我们的茶园都是不上化肥不

打农药的有机茶园。 ”郝开琴说，“我

们现在已经不是过去只顾埋头苦干

的农民了，

5

年前省农科院的专家教

会我们不打农药，以虫治虫。 我们把

茶虫捉来放在瓶子里晒死， 然后灌

上水让它在里面发酵， 等到水发臭

了再兑上清水喷在茶树上， 效果特

别好。 ”

如今， 像卫才贵这样从茶农到

茶企业家， 从为自家谋生计到带动

广大茶农共同致富的土门人越来越

多。 对于未来的发展，卫才贵充满期

待，“我准备明年再扩大茶园面积，

添置更先进的炒茶机器， 吸引更多

的农户加入我们公司，让我们的‘碧

源’毛尖飘香得更远。 ”

春潮涌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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