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面青山绕，一城碧水流，花环树
绕中，鳞次见重楼。

人间四月，美丽的小城信阳热闹非
凡。 秀美的茶山比肩联袂，欢迎远道而
来的客人。 一年一度的盛会，一年一度
的欣喜。 斗转星移间，茶乡信阳渐渐蜕
变，生态、前沿、明智优势更加凸显，“一
市一区三枢纽” 的战略定位逐步推进，

华丽转身后的茶乡信阳以更加优美的
姿态款款向我们走来。

大美茶乡迎客来
4

月的茶乡最是让人迷醉。 远眺茶
乡，绿色在眼前满溢、铺展，绵延不绝。

钟灵毓秀的茶山换上了翠嫩欲滴的春
装， 这些绿色的精灵一个比一个灵动、

娇美，让人不禁神往。

一颗颗茶树列队整齐，苍翠之上披
着鲜绿，不停地吞吐着清新的空气。 置
身这茶的海洋，深呼吸，带着丝丝凉意
的空气沁人心脾；闭上眼，似乎能闻到
春茶的清香；凝神看，眼前的一叶叶嫩
芽仿佛在舒展，在欢笑。 抵制不住这绿
的诱惑，走上蜿蜒的山路，感受着溪绕
鸟鸣，去寻找那一杯香茗的感动。

进入
4

月，茶乡信阳游人如织。 特
别是近年来，茶乡风情游、采茶游已经
成为八方宾朋游信阳的必备攻略。

“提上竹篮，做一回采茶女，纤纤玉
指在万绿丛中飞舞， 体验采茶的乐趣。

炒茶师傅手把手教炒茶，看茶艺师优美
的茶艺表演，眼前的毛尖茶更多了丝丝

醇厚的风味。 ”近日，来自郑州的游客刘
女士一家

4

口自驾游到信阳。在河区
董家河镇的广义印象茶园内，一家人游
走在茶乡深处，乐不思蜀。

在茶乡信阳广袤的茶园中，每天都
星星点点地散落着很多前来旅游观光
的客人。 近年来，我市在紧抓茶产业发
展不放松的同时， 深入挖掘我市独特
的文化旅游资源，逐渐打造出了以“观
景、品茗、垂钓、美食” 为主要特色的茶
乡游文化品牌，每年都吸引大量省内外
游客慕名而来，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

以游促销天地宽
在

2000

余亩广袤的广义印象茶园
中， 每天前来旅游观光的客人络绎不
绝。 “去年我们茶园共接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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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
人，今年游客比往年更多。 每天生产出
来的干茶在茶园内就售罄了，可谓是供
不应求。 ”广义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李广义高兴地说：“以茶促游、以游
促销。 这两年来，通过发展茶旅游带动
增收的路子是走对了！ ”

茗香四溢、闻名遐迩的金奖茶乡
河港，也成为不少游人周末游玩的好去
处。 “青山环抱为屏，绿水缠绕为带，茶
叶点缀为景，城景互衬为美”的小镇让
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前来休闲观光的
客人不仅拓宽了茶叶的销路，也增加了
当地人的收入，发展茶乡游，让我们这
些茶农真正得到实惠。 ”忙碌着接待游

客的茶农老吴乐得合不拢嘴，家中的农
家乐生意爆棚。

对于游客而言， 来到茶山观美景，

亲自体验采摘茶叶的乐趣，在品茶的同
时欣赏动听的山歌、 观看茶艺表演，是
茶乡游中最具特色的文化体验。在游览
茶乡的同时，丰富的红色旅游文化让游
客在畅享亲近自然乐趣的同时，也接受
了红色爱国主义教育。茶乡游的另一大
亮点就是以“尝农家菜、吃地锅饭”为主
要内容的“农家乐”餐馆，像南湾鱼、焖
罐肉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菜肴深受
游客喜爱。短线的茶乡游让不少游客回
味悠远。

依据我市发展需求，在十三五规划
中，我市提出了塑造“山水茶乡、生态
信阳”的发展思路。 “实施农村精品旅
游路线和休闲观光农业品牌培育，突
出茶乡游。 重点突出茶叶规模化种植、

精细化加工、多元化开发、茶艺表演等
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做深产业链、延伸
价值链。 ”

生态产业助发展
在“十面霾伏”冲击大半个中国的

今天，“生态城市” 无疑成了人们向往
与追求的美好家园。素有“江南北国，

北国江南” 美誉的信阳空气质量连年
位居河南省首位。 “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生态秀美的小城信阳正成为越
来越多的人向往的“福地”。

如何保住眼前这一方青山绿水？老
区信阳人民迈出了“既要金山银山，也
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步伐。 生态文明是
美丽信阳的核心竞争力，发展生态产业
成为信阳发展的必行之路。

茶产业是我市的传统、特色、优势
产业和生态、健康、富民产业。信阳最大
的生态产业非茶产业莫属。茶产业的发
展一直得到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
重视，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全市上下紧紧围绕
省、市茶产业发展规划，强力推进茶产
业不断做大做强，茶产业呈现又快又好
的良好发展局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高山低陵、河曲洲园间，层层叠叠、

碧波万顷、直抵天边的茶园是茶乡信阳
最美的风景。 据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市茶园面积达
210.8

万
亩，茶叶产量达

5.7

万吨，总产值达
90.5

亿元（含固始）。全市现有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1

家， 省级龙头企业
13

家，市级龙头企业
71

家，中国茶行业百
强企业

8

家； 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7

个；

现有茶叶从业人员超过
120

万人；茶农
人均种茶收入超过

5000

元。

千秋伟业千秋景， 万里河山万里
美。 美丽的茶乡信阳脚步稳健，昂首前
行。 她将以更优美的姿态走向全国，拥
抱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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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乡风光无限好 李亚云摄

谁不说俺茶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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