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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专题

本报记者 时秀敏

十大“窗口”释放品牌魅力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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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淮水长，天南地北在
中央，悠悠千年风云荡，传奇天下
扬……”这首脍炙人口、具有浓郁
信阳民歌情调的《爱信阳》， 不仅
唱出了信阳人的神采飞扬，而且让
人们对“天南地北在中央”的信阳
充满了无限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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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美丽信阳·十大
名片”新鲜出炉，再次让人们的目
光聚焦信阳。 十大名片的集体亮
相， 是新时期老区人民持续求进、

务实发展、 积极作为的新注解、新
丰碑，让豫南这座山水小城更加清
新，更加光彩熠熠……

城市不能没有名片。

就像黄鹤楼之于武汉，东方明
珠之于上海， 布达拉宫之于拉萨，

中山陵、 雨花台之于南京， 大雁
塔、兵马俑之于西安；还有北京的
天安门、伦敦的大本钟、巴黎的凯
旋门……你说，它们有多重要？

作为楚头豫尾的区域中心城
市， 信阳的名片是什么？ 放眼全
国，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信阳该
如何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树立城市品牌形象？快速发展的信
阳， 应怎样增强市民的认同感、归
属感和自豪感？这些与城市形象有
关的话题，成了信阳市委、市政府
的一个新课题。

2013

年
8

月， “美丽信阳·十
大名片” 评选活动正式拉开了帷
幕，并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
响。 一时间，应者云集，各县区踊
跃参与， 纷纷将各自的“珍宝”呈
报上来，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在全
市范围内征集了

300

张名片。

经过充分讨论和遴选投票，评
委会最终确定了

80

张候选名片，

在全市公开评选。 这
80

张候选名
片，既符合信阳特色，又最能代表
信阳形象、最能体现信阳风格和大
别山精神， 分别涉及风景名胜、文
化遗产、 地标建筑、 最美乡村、物
产美食、名人典故、古民居、现代
产业

8

个领域。

为让更多的人加入“美丽信
阳·十大名片”评选活动中来，《信
阳日报》《信阳晚报》 对

80

张名片

进行图文并茂的专版介绍。市委外
宣办官方新浪微博、 新浪河南·信
阳、 信阳网分别开设专题投票网
页，移动、联通信阳分公司分别开
通了短信投票平台。 信阳所有报
纸、广播、电视、网络，几乎同时刮
起了“最炫信阳风”。

各种平台上，名片的投票率不
断攀升。 一起攀升的，是广大民众
的关注和热情，是老区儿女对家乡
的无比热爱和自豪之情。

80

张候选名片，

1045

万票，这
是多么惊人的数字！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
选，引来了千万次瞩目。 排名第一
的候选名片，得票

32.8

万张。

从
300

张到
80

张、

30

张，再
到最后的

10

张， 通过层层评选，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 终于揭开
了神秘的面纱，闪亮登场。

信阳毛尖，战国编钟，鸡公山，

南湾湖，信阳民歌，信阳菜，春申
君黄歇，鄂豫皖苏区首府，美丽
乡村郝堂，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
镇……这些万众瞩目的名字，一马
当先，最终闪耀在城市的上空。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揭晓之
日，正是茶乡信阳毛尖开采之时。此
时的信阳，茶香四溢，热情的茶乡
儿女正日夜忙碌， 为即将到来的信
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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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国际茶文化节摩拳擦掌。

信阳茶，倾天下。 在人们的心
中，信阳毛尖早已成为信阳最亮丽
的城市名片， 评选中脱颖而出，似
乎没有一点悬念。

作为我国古老的八大茶区之
一， 信阳拥有近

3000

年的种茶历
史。早在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
就记载“淮南茶，光州上”，一生爱茶
如命的宋代诗人苏轼， 更是发出了
“淮南茶，信阳第一”的感叹。 在清
代，信阳毛尖茶已为全国名茶之一。

从最早神农氏以她解毒， 到唐武则
天在车云山上为她立塔； 从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上的金奖、中国（郑州）

国际茶业博览会的“茶王”，到日本
世界绿茶大会上荣膺最高金奖，信
阳毛尖收获的荣耀，不胜枚举。据权
威机构评估， 信阳毛尖的品牌价值
达

49.1

亿元。 目前，全市茶园面积
已发展到

210

万亩，开采面积
110

万亩。去年全市茶叶产量达
5.7

万
吨，总产值

85

亿元。

“国饮珍品、金奖佳茗”，血液
中流淌着香醇清茶的信阳人，为他
们的宝贝叶子———信阳毛尖树起
了丰碑！

人们不会忘记，被连绵茶山染
绿的信阳曾是一块血染的土地。

这里是红色圣地，是全国著名
的“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全国第二大
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首府所在地。这
里是红军的摇篮， 是红四方面军、

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一支支
红军主力部队的诞生地。这里是中
国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1946

年的“中原突围”，气壮山河；

1947

年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 震惊中外； 著名的“王大
湾”会议，扭转乾坤。 革命歌曲《八
月桂花遍地开》 《红军来了晴了
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从
这里唱红了全国。 这里山山埋忠
骨，岭岭树丰碑，有

200

多万人投
身革命的洪流，近

100

万人为国捐
躯，用生命托起了新中国的太阳。

“千里跃进地、 丰碑大别山”，

鄂豫皖苏区首府无疑是红色信阳
最具代表性的真实呈现和情感记
忆。当它被一双双手投上神圣一票
的时候，人们寄托的是敬仰、铭记
和感恩。

懂得感恩的老区人民不甘落
后，奋然前行，他们创造了改革发
展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信阳国际家
居产业小镇就是信阳发展里程碑
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
2012

年
12

月刚刚奠基的现代家
居产业园区， 短短一年多时间，已
与

31

家家居生产和经销企业签订
了投资合同，总投资

164

亿元。 这
些企业中，有世界著名的木制品板
材生产商德国柯诺斯邦，有我国著
名的家具生产企业全友家私、双虎
实业、 掌上明珠、 广东莲池集团、

华颂集团，有广东地区家居原辅料
最大供应商大中投资集团，有河南
省家居物流连锁销售的龙头企业
欧凯龙集团。 从板材生产、原辅料
供应到家具制造、 研发、 包装、展
销、物流配送，信阳国际家居产业
小镇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家具产
业链。小镇的这种创新招商方式被
省委书记郭庚茂称为“实践经济合
作开放的新模式”。 “人文智慧小
镇、 中原家居之都”， 老区人民的
又一个梦想，将从这里放飞！

1956

年
3

月，豫南久旱。 信阳
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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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外的长台关镇小刘庄

村群众在村西土岗上打井。没想到
井没挖成，却挖出了让世人惊愕的
城阳城。 这座中国现存的保存最
好、 规模最大的楚王城， 若干年
前，曾是楚顷襄王的临时国都。 接
下来的发现，让省文物研究所的考
古专家们激动不已：在这座墓葬形
制最大、藏品数量最多的楚国古墓
葬里，发现了保存完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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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
套的青铜编钟。

1970

年
4

月，音律准确、一钟
双音的信阳战国编钟声名大振。由
它所奏的《东方红》乐曲被装进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清越钟
声在

2000

多年后通过“东方红一
号”卫星响彻太空。

战国编钟是信阳厚重历史的
缩影，也使这片山水有了史上明确
的归属：楚地。 千百年来，中原文
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在这里交
相辉映， 使豫风楚韵之山水信阳，

既是我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也成
为我国南北文化的分界线，兼具中
原文化之大度和吃苦耐劳、荆楚文
化之执着和开拓精神。 由是，“千
年国宝、天籁之音”战国编钟成为
信阳名片，当之无愧！

信阳山美水美， 名山名水，名
寺名泉，让人流连忘返。 最具代表
性的，莫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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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风景区“传奇
名山、避暑天堂”鸡公山和“中原
养生地、水墨南湾湖”。 红楼香茗，

云雾绕窗， 泉流石上， 月照松间，

可雅可俗，可静可喧，鸡公山与庐
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中国四大
避暑胜地，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
离子含量为全国最高，实乃天然氧
吧，养生天堂。 “中原第一湖”南湾
湖则水域广大，绿树成荫，烟波浩
渺， 风光旖旎， 驾轻舟兮划兰桨，

临碧波兮心气爽。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 中，还
有让人遐思飞远的“豫风楚韵、大别
之音”信阳民歌、“战国四君子、安邦
楚名相”春申君黄歇；让人乐不思蜀
的“乡愁山水间、心灵回归地”郝堂、

“信阳味道、香飘四海”信阳菜。

北国江南，江南北国。 桃花流
水，毛尖茶香，编钟声悦，民歌悠
扬，南湾鱼肥，信阳菜美。 相约信
阳，不醉不归！

“这些年，老区变了样，变靓

了，像一个大花园。 ”这是海内外
宾朋对信阳的由衷感叹。 “美丽信
阳·十大名片” 在大花园里， 如画
龙之点睛，如锦上之添花，如花团
之锦簇。 其内涵与外延， 浑然天
成。

在“美丽信阳·十大名片”每一
个响当当的名字背后，都是信阳自
然、生态、人文、历史浓缩的精华，

是信阳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
品牌，是信阳历史、现实和未来的
缩影。 它既代表着信阳的形象、气
质和品格， 也引领着信阳的发展、

进步与和谐，更体现着这座楚头豫
尾城市的精神、内涵和追求。

“十大名片让去过信阳的人一
眼认出信阳，让没去过信阳的人向
往信阳！ ”

“当信阳城市名片的无形价值
附着在实体产业中，产业的发展也
必将水涨船高！ ”

“评选出来的名片不能束之高
阁，要挖掘每张名片的历史文化内
涵，谨慎地综合性开发、保护和利
用。 ”

……

十大名片一揭晓，信阳人难掩
他们的自豪和激动。当所有的骄傲
在这里汇聚和升华，一股强大的向
心力正在凝聚。

“此次评出的‘美丽信阳·十大
名片’，堪称品类多样，又都魅力诱
人！”中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
荣誉获得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大河报》首任总编辑、高级编
辑王继兴认为，“打造城市名片，是
宣传‘景观’、营造‘气氛’、凸显‘特
色’、铸造‘灵魂’的很具体也很有
效的措施和工作。

信阳十大名片，能够让人多维
多元地了解信阳，观察信阳，解读
信阳，感受信阳；能够让人有滋有
味地体验信阳，欣赏信阳，品味信
阳，享受信阳……”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与既古
老又清新、既火热又凝重的豫南大
地同频共振， 彼此见证着同步发
展、进步、繁荣、创新的一个个台
阶和一串串步履。 透过“美丽信
阳·十大名片”，一个宜居、宜业、

宜游、宜商的秀美信阳正展现在人
们面前。

这是这座连续五届的中国十
佳宜居城市谱写的又一曲浩歌，是
老区信阳的再一次亮剑。而每一次
亮剑，必然是新的开始。

抬望眼，一望无际的是“美丽
信阳·十大名片”的长度、宽度、深
度和广度……

愿景：

开发利用名片大

有可为

解读：

十大名片张张熠

熠夺目

诞生：

从 300 张 到

10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