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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毛尖。 一座城，一种茶。

茶，因信阳而美；信阳，因茶而名扬。 阳春

四月，漫步茶乡，群山披绿。 茶园里，片片茶海

苍翠欲滴；工厂内，阵阵茶香沁人心脾；茶林

中，漫山茶农穿梭如织；市场上，络绎不绝的

人流展示着茶市的兴旺……采茶忙、制茶忙、

卖茶忙，好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信阳茶叶栽培历史悠久，制茶工艺精湛。

作为信阳的一项传统特色优势产业，近年，全

市上下紧紧围绕省 、市茶产业发展规划 ，从

生产 、加工 、营销等方面入手 ，上演着茶叶

产业化建设“多重奏”，奏响了信阳人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幸福曲。

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全市茶园面积达

210

万亩，茶叶产量达

5.7

万吨，总产值达

85

亿元。 全市现有茶叶集贸市场

120

个； 茶艺

馆、茶楼

280

多家，茶叶加工企业

860

多家，

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 省级

龙头企业

12

家，市级龙头企业

58

家，中国茶

行业百强企业

6

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5

个，

中国名牌农产品

3

个； 现有茶叶从业人员达

120

万人；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超过

4500

元。毋

庸置疑， 茶叶已成为信阳山区农民脱贫的重

要收入来源，是信阳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一大

特色亮点。 茶产业已成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农业

强市跨越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抓手，是信阳发展

特色农业经济和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漫步茶乡，茶香扑鼻。 一曲曲山歌悦耳动

听，一座座小楼光彩夺目。 一片片毛尖带动了

一大批相关产业， 一座座茶山成就了广大茶

农的福祉。

春光明媚，万物葱茏。 迎着和煦的阳光，

记者来到浉河港镇西湾村魏祖永的茶园。 放

眼望去，山坡上长满茂盛的茶叶，一芽芽嫩嫩

的新叶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青翠。 而茶

园里更是一派繁忙景象， 一群人不停地采撷

着鲜茶叶。 叶茂茶丰，采茶人笑了，魏祖永也

笑了。 十几年前，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

工了，魏祖永却窝在家里种茶叶，守着家里的

几十亩茶园种茶炒茶。 如今，他不仅在市内开

了自己的茶叶店， 每年的收入也从原来的几

万元增加到现在的几十万元， 同时他还在浉

河港成立了邻潭茶叶合作社， 带动乡亲们共

同发展茶产业。 三十出头的魏祖永高兴地告

诉记者：“只要做好每一片茶， 我们农民哪愁

过不上好日子？ ”一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加

快发展茶产业， 对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意义。

与魏祖永一样， 茶乡众多农民依托茶叶

发展而实现了在家门口创业致富。 多年来，我

市高度重视茶产业的发展， 把茶产业作为一

项民生工程来实施。

2011

年，时任河南省委书

记卢展工更是把信阳茶总结为： 小茶叶大产

业、小茶叶大民生、小茶叶大文章、小茶叶大

形象。

小茶叶，大民生。 茶是农民的增收渠道，

种茶给广大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带来了直接利益，使群众增加了收入，

改善了生活。 特别是“信阳红”的开发，结束了

河南不产红茶的历史， 使茶农的增收渠道由

绿茶生产一条渠道拓宽为绿茶和红茶生产两

条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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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初步统计，去年全市茶叶

总产量已达

5.7

万吨，总产值达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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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云山庄”位于董家河镇海拔

600

多米

高的车云山上， 山庄主人潘家乐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 夏秋季按每亩茶树鲜叶生长量

600

斤

~700

斤算，其利用率不到

30%

，即每亩有

400

斤

~500

斤鲜叶资源没有得到利用。 生产

红茶后，夏秋季鲜叶变成了宝，茶农亩均增收

1500

余元。 如今，在信阳流传着一句话：茶山

还是那座茶山，茶园还是那个茶园，增加一亩

地， 增加几千元……这句话描述的正是有了

“信阳红”后，茶农收益大幅增加的景象。

发展茶产业是一篇大文章。 目前，我省已

经制定了茶产业发展规划， 对如何发展壮大

茶产业、如何调整种植结构、如何促进农民增

收特别是如何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等进行

了安排。 信阳在发展茶产业方面进行了很多

有益探索。 据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茶办主任魏

勇介绍，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茶产业发展，

促进茶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不断做优做强茶

产业，实现兴茶富民，市委、市政府立足市情、

发挥优势、广泛论证、科学决策，作出了做大

做强茶产业的规划部署， 相继制定并实施了

《“十一五”茶产业发展规划》和《信阳市茶产

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并出台了相关配

套政策，确保发展规划实施。 几年来，我市狠

抓茶叶生产基地建设， 茶叶生产开发和加工

经营，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茶叶品牌的建设

与保护，全市茶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抓好茶农的大民生，要更多为茶农考虑，

如提供就业渠道，提高茶农的生活质量。 令人

欣喜的是， 我市一些知名茶企业和茶乡已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罗山县潘新镇通过高

标准建设申林公司豫南茶叶配送中心， 逐步

把申林公司打造成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聚

集人才和土地流转、 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综

合性龙头企业。 拉长茶产业链条，让更多的群

众从事薮北茶生产及发展相关产业获得丰硕

回报，在带动地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让

一方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

信阳毛尖因条索细秀圆直有峰尖、 白毫

满披而得名，以香高、味浓、汤色绿的独特风

格而饮誉中外。

1915

年，“信阳毛尖” 漂洋过

海，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枝独秀， 喜获金

奖，举世皆惊。

1958

年，“信阳毛尖”更是冠压

群芳， 跃居全国十大名茶之列， 至此声名大

噪，天下尽知。 如今，凭借无可复制的品牌竞

争力，信阳毛尖在国内茶市独树一帜，已经成

为我市富民强市的一大产业， 引领着信阳人

在突破发展之路上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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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茶叶 大民生

一片香茗奏响茶农幸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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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淮南茶，信阳第一”。 千百年来，信阳毛尖身披绿袂，飘然天下。 今日之信阳，一个个茶叶加工厂令人赏心悦目，一片片标准化的茶园令

人心旷神怡。全市发展茶加工企业

800

多家，茶园总面积

200

多万亩，茶叶综合产值

80

多亿元。近年，我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茶叶市场发展规律，认

真研究茶产业发展规律，把茶产业当作大事来做，做成了一篇大文章。茶叶已成为信阳山区农民脱贫的重要收入来源，是信阳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一大特色亮点。茶产业已成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抓手，是信阳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和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在信阳第

二十二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4

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览会来临之际，本报推出“信阳第二十二届国际茶文化节茗香信阳”系列报道，希望在全市各

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作为信阳十大名片之一的信阳毛尖，一定能香远益清，书写一部生态美、百姓富、企业强的美丽画卷。

茶园风光 张一帆 摄

本报与信阳五岳实业有限公司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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