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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节快报

本报与信阳市鸡公山酒业有限公司联办

《农民日报》记者
张培奇施维李飞
通讯员查智力

一千多年前，茶圣陆羽在
《茶经》 中将信阳划归八大茶
区之淮南茶区，并写道“淮南
以光州上”；宋时，大文豪苏东
坡赞“淮南茶，信阳第一”；百
年之前，河南信阳人甘以敬在
车云山集股组建“宏济茶社”，

带领周边百姓垦荒植茶数百
亩。 春来茶园，茶农们采下新
翠，制成好茶，几经辗转之后，

惊艳亮相于
1915

年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

如今，车云山依旧漫山青
翠。信阳茶产业在经历了清末
民国时的初始发展期、

20

世
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恢复
发展期、

80

年代至本世纪初的
快速发展期之后，正在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中焕发时代的生
机。

信阳毛尖是信阳的名片，

国人由此知道了信阳，外人由
此了解了信阳， 信阳因茶而
名，茶农因茶而富，茶山因茶
而绿。信阳茶见证了信阳大地
的沧海桑田，造就了信阳人的
生存信息和文化秉性，在新的
阶段正在成为带动信阳发展
精神内核和重要动力。

4

月的信阳， 泉明林翠，

记者走进这个“被轻轻地放在
山水之中的城市”， 在浓浓的
春茶香气中切实感受信阳茶
产业的深厚底蕴和现代魅力：

茶人植茶制茶、 以茶为业，茶
客品茶论茶、以茶为乐，茶乡
以茶会友，以茶闻名，小小茶
叶在信阳的清新空气中舒展
成一个大产业。

大思路新认识
谋划茶产业发展的大思

路，最终要回归到对小茶叶的
新认识上来。要尊重茶的商品
属性，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规
律， 让产品扎根消费者中间，

源源不断汲取发展动力。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
“琴棋书画诗酒茶”， 茶叶虽
小，却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
相关。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
口大省，也是全国茶叶主产区
之一，种茶历史悠久，茶文化
底蕴深厚。

2011

年，河南省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依靠强
化产业发展基础、强化宣传营
销、强化科技支撑“三大法宝”

打造茶业强省。

茶产业基础扎实、优势突
出的信阳市，担当起建设茶业
强省主力军的重任， 提出到
2020

年把信阳建设成为中原
经济区现代茶产业示范区、中
部最大的茶叶产销集散地和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休
闲旅游城市。

“一区、一地、一市”规划
科学、目标明确，但转型升级
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信阳市
委、市政府一直在思考。

在市委书记郭瑞民看来，

谋划茶产业发展的大思路，最
终要回归到对小茶叶的新认
识上来。 “发展茶产业，关键要
尊重茶的商品属性，遵循市场
配置资源的规律，让产品扎根
消费者中间，源源不断汲取发
展动力。 ”

得益于此认识，理顺了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信阳茶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大大加快：种植
上， 从强调向茶园要面积、要
产量转为要效益、 要质量；加
工上，从带着产品找销路转为
盯着市场做产品；发展动力上，

从主要依靠劳动力， 转为依靠
科技创新驱动； 茶产业整个业
态，也从传统农业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的“六次产业”转变。

“信阳发展茶产业， 集生
态优势、区位优势、文化优势
和产业基础优势于一体，我们
没有理由不把信阳茶产业做
好，做成富民产业、支柱产业、

生态产业。 ”信阳市市长乔新
江深知，茶产业不仅承载了全
市百万茶农的小康梦、 致富
梦，而且也是立足比较优势发
展区域经济的最佳选择。

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
南”之称的信阳，恰位于我国
南北气候过渡带上，南部大别
山腹地山高土肥， 云雾弥漫，

尤其又属高纬度产茶区，太阳
迟来早去，为茶树芽叶生长赢
得了宝贵的“慢生活”。

区位上看，地处鄂豫皖三
省通衢之地，信阳一直是我国
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如今更是
“南茶北销、国茶外销”的重要
平台。

信阳人种茶始于东周、名
于唐、兴于宋、盛于清、发展于
当代，

2300

多年连绵不断。 立
足于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信
阳茶产业发展基础坚实：截至
2014

年，全市茶园面积达
187

万亩， 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二
位，市辖

7

个产茶县区都是全
国重点产茶县，全市茶叶产量
达

4.84

万吨， 茶叶总产值达
80.3

亿元，超
100

万茶农人均
种茶收入达

5000

元。 信阳毛
尖这一品牌连续

4

年荣登中国
茶叶区域品牌价值排行榜前
列，品牌价达

52.15

亿元。

茶已成为信阳一张金色
名片，成为信阳走向世界的桥
梁、世界了解信阳的窗口。

控源头种好茶
质量安全已成为茶叶，尤

其是绿茶在市场立足的关键
因素。 在科技的有效支撑下，

信阳从生态茶园建设、良种繁
育、质量管控、采摘指数等多
个环节入手，真正实现“源头

好，茶才好”。

雨后初霁，信阳市河区
河港镇白龙潭村的茶山上
采茶正忙：一排排茶畦沿着茶
山延伸开来， 宛如五线谱，采
茶人则像极了跳动的音符。远
处的巨型广告牌上写着六个
大字：源头好，茶才好。

生态是茶园的生命线，关
乎茶杯里的质量安全。记者在
白龙潭村的茶山上看到，茶园
里高挑着一盏盏太阳能杀虫
灯。 “信阳茶区纬度较高，年均
气温较低，茶园病虫防控主要
靠杀虫灯、 粘虫板和生物农
药。 ”信阳市农科院院长段仁
周告诉记者，信阳市已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达成
战略合作，在全市茶园推广茶
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河区是信阳市最大的
茶叶产区，截至去年共有茶园
面积

60

万亩，茶叶产量达
2.4

万吨。信阳市推进茶叶质量安
全可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就在
该区。 “质量安全已成为茶叶，

尤其是绿茶在市场立足的关
键因素，倒逼我们必须改造老
茶园，建设生态茶园。 ”河区
茶叶局局长张广成说。

茶树之产量， 茶叶之品
质，种茶之效益，均系于品种。

从
2007

年开始，信阳就在“南
茶北引”繁育驯化基地的目标
定位下，大力推广茶树无性系
良种繁育技术。 截至去年，信
阳市每个产茶区县都建有茶
树无性系良种繁育基地，全市
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达

65

万
亩。

“从去年开始， 信阳市在
国家茶叶采摘和加工机械的
补贴政策基础上累计加价补
贴，同时示范推广茶叶机采加
工技术，目的就是解决茶农采
茶难的问题。 ”信阳市副市长
郑志强说。

“谁来采” 的问题有效缓
解后，“何时采”又摆上了信阳
相关部门的案头。“通过发布采
摘指数预报，既可以引导茶农
合理采茶， 还能规范茶叶市
场。”信阳市茶产业办公室副主
任夏国宗告诉记者， 采茶期
内， 采集自全市

63

个观测点
的数据，每天会准时汇总至信
阳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
员对数据进行分析后，由信阳
市茶办发布信阳毛尖采摘指
数。

新业态新内涵
传统优势明显，地域品牌

知名，信阳茶产业最适合集聚
发展。 逐渐将资本、 技术、人
才、信息等各种资源要素凝聚
起来，合理注入到茶产业集群
中来，实现产、学、研、加、运、

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文新茶叶专业农民合作
社的茶园里，来自河南省汝南

县的唐大姐半天时间采下了
1

斤多茶叶芽尖。 刚刚下树的
鲜叶，在现代化机械加工流水
线上，经筛分、摊放、杀青、揉
捻、理条、烘晾等

20

几道工序，

成为标准化供应市场的商品。

千百年来，信阳毛尖都是
一家一户的作坊里，制茶人连
夜炒制出来的。 而现代茶产
业，必须建立在标准化生产的
基础上。 在茶业转型升级中，

信阳市把由国家标准和地方
标准组成的标准化体系建设
放在重要位置，构建了生产有
标准、产品有标志、质量可追
溯、认证有程序、市场有监督
的标准化格局。

产品是市场的主角，产业
的升级集中体现在产品结构
的多元化上。

2010

年
4

月，信
阳红茶研制成功，打破了“红
茶不能过长江”的历史，也将
信阳茶产业带入“一红一绿”

时代。 如今，“信阳红”已经成
为“信阳毛尖”之外的另一张
城市名片，去年全市红茶产值
达

13.5

亿元。

茶类不断丰富的同时，茶
饮料、茶糕点、茶枕、茶含片等
茶相关产品也日益繁多，吃
茶、用茶、乐茶正成为信阳新
时尚。 去年，河区引进信海
茶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
海军医学研究所联合开发研
制的茶叶抗氧化胶囊，为发展
茶健康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茶叶行销市场，渠道至关
重要。 截至目前，信阳茶叶企
业已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品
牌形象店

300

多家， 设立营销
网点

1500

多个。 “信阳毛尖”淘
宝店铺超过

600

家，全年销售额
超过

2000

万元。以文新茶业为
例， 该公司每

10

包茶中就有
1

包是在互联网上售出的。

传统优势明显，地域品牌
知名，信阳茶产业最适合集聚
发展。 如何将资本、 技术、人
才、信息等各种资源要素凝聚
起来，合理注入到茶产业集群
中来，实现产、学、研、加、运、

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记者在信阳市日前举行
的一次茶产业发展座谈会上
找到了答案：政府部门、科研
院所、茶叶企业、茶叶市场、合
作社相关代表和茶农共聚一
堂，话题始终不离茶产业。 如
今， 依托国家级信阳茶叶市
场、信阳毛尖集团、龙潭茶叶
有限公司、文新茶业、信阳市
农科院等企业和机构，信阳市
初步形成了羊山茶产业集聚
区和河区茶产业集群。

小茶叶大产业
茶叶不仅仅是茶叶，它代

表了一种文化、 一种生活、一
种追求；信阳茶也不仅仅是信
阳茶，成立不久的信阳国际茶
城除了定位于中国乃至世界

茶叶的物流集散中心、产业信
息中心外，更重要的是价格形
成中心、科技交流中心和文化
传播中心，将架设起茶叶商品
产销直供的“高速公路”。

茶市场、茶文化、茶旅游、

茶节会是茶产业宏大框架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今正成
为信阳茶产业快速发展的助
推器和着力点。

在很多信阳人记忆里，茶
叶交易市场还停留在“一条老
街、几家门面”的印象上，而如
今， 一座国际茶城的拔地而
起，正以茶的世界影响着世界
的茶。

“信阳国际茶城是农业部
推动建设的国家级茶叶市场，

也是茶叶类农产品唯一一个
国家级市场。 ”信阳国际茶城
董事长李建军告诉记者，与传
统的农产品交易平台不同，作
为国家级市场，信阳国际茶城
除了定位于中国乃至世界茶
叶的物流集散中心、产业信息
中心、会展贸易中心外，更重
要的是价格形成中心、科技交
流中心和文化传播中心，将架
设起茶叶商品产销直供的“高
速公路”。

交易市场变了，市场上的
产品更不仅仅局限于茶叶了。

记者在国家级信阳茶叶市场
看到，茶具、茶家具、茶艺术品
等各色与茶相关的产品不仅
花样繁多，而且明价、平价。

在信阳茶叶核心产区五
云山区，车云、集云、云雾、天
云、连云五山峰奇岭秀，泉清
瀑美，蜿蜒数十里，烟火十余
寨。 云雾之中的茶园里，游人
与采茶人一道采下新翠，再亲
手体验炒制，品尝新茶，茶园
观光游和茶乡风情体验游成
为信阳旅游的新亮点。

4

月
28

日至
30

日，信阳
市第

23

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5

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
览会将如期举办。这是信阳以
茶会友的节日，陪伴每个信阳
人走过了

22

届：从
1992

年第
一届“中国信阳茶叶节”开始，

到
2004

年更名为“中国茶
都—信阳茶文化节”， 突出茶
文化内涵，再到

2008

年“一节
一会”拓展办节的外延，直到
最终在

2010

年升格为国际茶
文化节，

22

届茶文化节期间，

累计实现现货交易
110

亿元，

项目投资总额
1580.5

亿元。

年年办节会， 年年有不
同，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规格，

从追求场面到追求内涵，从追
求热闹到追求实效，信阳国际
茶文化节越来越专业化、 国际
化。今年的信阳国际茶文化节，

将以茶为主题、主角、主线，服
务全球茶界、茶企和茶商。

（原载《 农民日报》

2015

年
4

月
24

日
1

版）

古茶新香满信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