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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品香茗赏胜景享美食

四月茶产区迎来八方来客
信阳消息（记者张

方志） 人间四月芳菲尽，

茶山春色却撩人！四月的
信阳，满目苍翠，处处生
机；四月的茶山，春色四
溢，处处丰收。 随着春茶
的大面积开采和一年一
度的茶文化节的即将来
临，信阳再次成为万众瞩
目之城，信阳茶产区也再
次成为八方来客聚集之
地。品香茶，赏胜景，享美
食，来客们一次次满怀期
待进入茶山，又一个个带
着满意离开信阳。

昨日，记者走进我市
谭家河乡、河港镇和董
家河镇三大茶产区，所到
之地， 处处春意处处景，

处处毛尖处处人。在通往
谭家河乡的谭家河桥头，

前来售卖青叶的茶农将
这里汇集成一个市场，摩
托车声、讨价还价声此起
彼伏，引得路过的带着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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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的
小车纷纷放慢速度，车上
的人不住探出脑袋，来观
赏这别致的“风景”。 “这
是茶商在收货，他们从茶
农手中收购青叶回去炒
制， 然后出售茶叶成
品。 ”一位老司机对坐在
副驾驶位置的年轻人说
道，“走， 我们找家茶场
看看， 他们那有炒制好
的成品。 ”

是的， 这个季节，很
多人来到信阳，就是冲着
茶产区的茶叶而来的。在
谭家河万寿山茶场，来咨
询问价的客商络绎不绝。

在河港镇沁谭绿茶叶

专业合作社内，远道而来
的商人悠闲地品着香茗。

在董家河镇白马山信阳
发扬茶叶公司，八方来客
正在忙碌地往车上装货。

“信阳毛尖， 中国十大名
茶之一，我们店内的主营
产品，我每年这个时候都
会到信阳毛尖原产地收
购。 ”来自郑州的客商龙
先生告诉记者说。

茶香让八方来客纷
纷涌进，美景却又让他们
流连忘返。 “信阳太漂亮
了，尤其是茶产区，这里
的到处都是绿色，处处都
是氧吧，真羡慕生活在这
里的人。 ”来自开封的客
商聂先生面对着万寿山
茶场内的茶山，一边喝着
新茶，一片感叹道！

进山，品茗，赏景，这
是暂离红尘闹市，放松身
心的一种绝佳享受！ 此
时， 若再有美食相伴，简
直胜若佛仙。可偏偏信阳
就有这样的不凡待遇，这
是很多外地来客都能深
切体会到的。 闷罐肉、小
黄鱼、土鸡子、香椿炒鸡
蛋，一道道地道的山中美
食让每一个来到茶产区
的人饱够了口福。 “这种
原生态、纯天然的石材不
是哪里都能碰上的，信阳
人太会做吃的了，就连一
颗颗最不起眼的蒲公英，

你们都能用它调拌出美
味的佳肴。 ”来自驻马店
的游人曹女士如是说，

“这么美好的景色， 这么
芬香的茶叶，这么美味的
佳肴，你们真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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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 光山县
晒尚羽绒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女工正在做服
装。 据了解，该公司今年
吸收

47

名留守妇女，通
过服装制作培训合格后
全部上岗。 不久前，晒尚
羽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和郑州烟花烫服饰公司
签定了长年代加工合
同， 让留守妇女彻底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同
时， 每月

3000

元左右的
工资又让她们找到了脱
贫致富的路子。

本报记者张方志
通讯员谢万柏摄

4

月
12

日下午，谭
家河乡胡金沟茶场负责
人周柏林正在和工人们
一起炒制新茶。河区谭
家河乡胡金沟茶场位于
谭家河乡南部， 海拔在
700

米以上，现有茶园面
积

2600

亩左右， 以信阳
的茶叶老品种“信阳

10

号”“信阳
8

号”为主要品
种，干茶制作以目前少有
的传统手工制茶为主，茶
叶甘甜、香度高、口感好，

备受豫鄂两省青睐，供不
应求。

本报记者张方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