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张方志

� � � �

人间芳菲四月天， 茗香劲涌动中原。

引来四面八方客，且游且饮乐陶然。

四月的信阳，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处
处茶香四溢，处处充满商机。 在这个美丽
的季节，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茶文化
节。 掐指一算，信阳茶文化节已经连续走
过

20

多年。

20

年，弹指一挥间，相较于人
类历史长河，短暂得一忽而过。 但是，就
是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我们在不断
审视这座城，审视自个儿，审视信阳茶，

在这审视中， 我们开始慢慢灵动了思想，

转变了观念。脑筋一换，天地更新。经历了
数千年不变的信阳茶叶， 在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市茶产业主管部门、广大茶
人的思想转变中，如今已经或正在开辟新
的天地。

人们自古认为：“信阳的山有灵气、信
阳的水显秀气、 信阳的茶有名气……”信
阳地处东经

114.06

，北纬
32.125

，位于中
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秦
岭———淮河）上，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
区，日照充足，年均

1900

小时
-2100

小时；

年平均气温
15.1℃-15.3℃

， 无霜期长，平
均

220

天
-230

天；降雨丰沛，年均降雨量
900

毫米
-1400

毫米，空气湿润。 信阳地势
南高北低，是岗川相间、形态多样的阶梯
地貌。 这种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
名传千古的信阳毛尖。 茶是信阳的象征，

毛尖是信阳的骄傲， 千百年来都是如此。

当然，这种千百年来传承的自豪心理也造
就了信阳茶千百年时间内的思维定式，那
就是信阳只能生产绿茶毛尖，谁会想到除
了绿茶之外，我们还能生产另一种新的品

种呢？

2009

年，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的卢
展工点破了这个题，打破了信阳茶产业千
百年来的思维定式。

2009

年，卢展工到信阳视察，在了解
到信阳作为我国最北的产茶区，一直以生
产绿茶为主，主要采摘春季鲜叶加工生产
绿茶———信阳毛尖， 很少采摘夏秋茶，茶
叶产量、销量和运输、贮存等受到很大限
制的情况后，他点题破解了信阳只产绿茶
的千古迷局，要求信阳试制红茶。 信阳红
茶试制成功后，卢展工不仅约请全国知名
茶叶专家一同前来品尝，而且还亲自为其
命名“信阳红”。

在省、市两级党委、政府的强力推介
下，“信阳红”很快红遍了信阳，红遍了中
原，红动了京城。 信阳红茶是绿茶“信阳毛
尖”的有益补充，可以有效弥补绿茶难保
存、毛尖茶产量低的不足；另一方面，“信
阳红”的推出改变信阳茶叶花色品种单一
现状，对扩大信阳夏秋茶资源利用，增加
群众收入，调整产品结构，开拓国内国际
茶叶市场，实现茶叶大市向茶叶强市跨越
意义十分重大。

“信阳红”不仅改写了信阳两千多年来
只出绿茶不产红茶的历史，而且缔造了我
国最高纬度出产红茶的记载。 “信阳红”虽
然上市时间不长， 但是很受消费者青睐。

2013

年， 信阳茶园面积达
210

余万亩，茶
叶总产量达

5.7

万吨， 产值达到
85

亿元。

其中红茶产量
674

万公斤， 产值
19.3

亿
元。

南国的韵哟北国的风，南湾湖的水哟
大别山的情。 茶乡的妹子嗓门亮，云彩眼
儿里飘歌声。 一山山茶园绿如海，一年年
茶叶好收成；一张张笑脸美如画，一声声
茶歌表心情。

哥哥腊月要婚庆， 茶乡风俗待亲朋。

南来北往都是客，劝君端杯品香茗。 毛尖
绿茶是传统，新添精品传美名。 莫问客从
哪里来，喝茶要喝信阳红。

正如这民歌所唱，如今“信阳红”和信
阳毛尖比翼齐飞，并肩发展，交相辉映，成
为信阳的又一张茶产业名片，传颂着豫南
大地的美名，彰显出信阳人的聪明智慧和
观念上的转变更新。

如果说红茶的制作生产是信阳茶产
业调整产品结构的偶然尝试，那么延伸信
阳茶叶本身的产业链，不断实现信阳茶产
品的深加工则是信阳茶产业的必然趋势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早在
2010

年， 时任信阳市市长的郭
瑞民同志在信阳茶产业发展大会上就指
出，制约信阳茶产业发展的关键并不是产
量，而是茶产品品种。 信阳市的茶叶产品
中，大部分仍为散型茶，其中：“信阳毛尖”

约占
62%

左右；炒青、烘青和蒸青绿茶等
“小包装茶”约占

33%

左右；暖卡红茶、仰
天雪绿、其鹏碧云、申林玉露等地方新名
茶约占

7%

左右。 在茶食品、茶饮料、茶保
健品等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方面基本上
尚属于空白，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
低。 面对现实，郭瑞民指出，当前就要围
绕着充分利用信阳的茶叶资源这个问题
做文章，提高茶叶资源利用率，丰富产品
品种。

一语惊醒梦中人，从那时起，本就在
茶产业发展中有所思考的信阳茶人开始
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力研发新品种，不断延
伸信阳茶的产业链， 实现茶产品的深加
工。 “单一的绿茶我们已经生产了成千上
百年，专注有专注的好处，但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领域，研发
新的品种确实是必然趋势。 ”信阳市光州
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信阳茶界老人刘

祥国如是说。 如今，刘祥国正在研制一种
新的品种———茉莉信阳毛尖，用茉莉花和
信阳毛尖为原料，让二者进行相互侵染，在
保持信阳毛尖为主料、为主味不变的前提
下，在毛尖中渗入茉莉的花香。

其实，如今的信阳茶界，很多企业都在
延伸产业链，实现产品深加工的路途上进
行着尝试和投入，得益于如此，很多与茶有
关的各种新品种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
信阳大地。 如罗山县灵山茶叶有限公司信
阳红茶和宜宾五粮型酒基有机结合，运用
自由基生物医学理论研究，结合现代微生
物技术，低温发酵，长期贮存，精心调配而
成的信阳红茶酒、河南新林茶叶有限公司
合作利用夏秋茶制作的速溶绿茶粉，填补
了信阳市乃至河南省无此类产品生产的空
白、文新茶叶公司研发的绿茶芝麻酥等茶
食品……这些有意义的尝试和创新正是新
时期信阳茶人改变思想，拓宽思路的明证，

也在逐渐打破信阳茶产品自古以来单一的
格局。

延伸产业链，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信
阳茶叶是信阳茶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也
是如今市场多元化形势下，信阳茶产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延伸产业链，提高
产品科技含量需要雄厚的资金和先进
的人才，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并
依靠实力强大的茶企业发挥先锋作用。

“产业链条的拉长，产品的精加工、深加工，

必须要由政府来主导，大企业来实施。 ”信
阳农林学院茶学系郭桂义教授如是说。

如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我
市部分茶企业已经或正准备兴建茶叶科技
园，这些与科技挂钩的做法相信必将为信
阳茶产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上的
保证，信阳茶产业未来发展的道路相信必
将越走越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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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思想天地新
观念改变让茶香飘四海

聚焦采茶女 张一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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