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绿了信阳山、扬了信阳名、富了
信阳人，茶是信阳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
信阳腾飞的翅膀。

截至
2015

年年底， 信阳全市茶园
面积

210

多万亩，茶叶产量
5.7

万吨，总
产值达

90.5

亿元。 茶叶从业人员超过
120

万人， 茶农人均种茶年收入超过
5000

元。 “十三五”期间，信阳茶产业的
发展目标明确，力争到

2020

年，全市茶
叶总产量达到

20

万吨， 产值达到
300

亿元，实现平均亩产值
1

万元，茶农人
均种茶收入

9000

元以上。

产业结构实时升级，数据不断在刷
新，目标一直在拔高，信阳市茶产业精
准扶贫工作始终未停歇。

政策扶持，茶农扩园信心足
茶叶从种植到产生收益需

3

年以
上，期间每亩投入至少需

2000

元；开垦
新茶园缺乏有效劳动力；全市可机采的
茶园很少，在目前雇工比较困难、成本
增加的情况下，影响种茶户积极性；

……

针对这些“瓶颈”问题，信阳市设立
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良种化工
程、标准化建设、技术培训、品牌建设、

龙头企业贷款贴息及其它奖励补助等；

对发展无性系良种茶园的茶农进行种
苗补助，由市、县、农户各承担一部分；

通过给予不同金额的奖励和补助，鼓励
茶叶生产加工企业积极申报中国名牌
产品和著名商标、驰名商标以及各种质
量体系认证工作；积极扶持茶叶龙头企
业， 对产业化龙头企业实行挂牌保护，

金融部门优先贷款， 市财政予以贴息
等；加大宣传投入，积极走出市门。

一系列政策措施带来可喜变化，一

段时期内，一股种茶热潮在信阳掀起。

正值今年春茶采摘时，河区董家
河镇车云山村村民潘家乐忙着为自己
的春茶找个价格高的好销路。镇上的茶
叶市场建成以后，他就在市场上买了两
间门面做茶叶， 又租种荒山开茶园，现
在茶园有近

50

亩。 潘家乐告诉记者，

“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 钱袋子也鼓了
起来。 ”现在，车云山村家家户户都种植
茶叶，上山买茶、旅游的人多了，他又开
了个车云山庄，如今一年可以收入三四
十万元。 其实，潘家乐只是当地农民依
靠茶叶脱贫中的一员，也更是信阳茶农
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培训引导，科技服务做支撑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对于信阳茶产

业精准扶贫工作， 听到最多的就是：茶
企要走向世界，产品的标准设立是要靠
不断去完善的，国际化的企业，高素质
的专业团队是必需的。

王先生是苏州人，之前在南方是个
典型的“煤老板”，现在正准备在我市注
册某茶品牌产业公司。看着满山绿油油
的茶园，他右手一挥：“我的目标就是要
打造万亩高山生态有机茶园！ ”对于记
者担心的技术问题， 他表示：“目前，我
们已经和南京农业大学茶学专业的教
授建立了联系， 我们将采用‘学院

+

企
业’的模式，实现校企结合强强联手。 ”

茶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科技的支
撑。信阳茶业的发展同样十分重视科技
支撑体系建设。 “我们聘请了全国知名
茶叶专家作为我市茶产业发展科技顾
问，聘请中国茶科所作为我市茶产业发
展技术依托单位； 成立茶叶科研所，鼓
励支持重点县区和茶叶企业组建茶叶

科研机构；重点县区要聘请知名专家担
任茶叶技术顾问。 ”信阳市茶办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

为实施“科技兴茶”工程，突出科技
示范推广，我市针对茶叶种植、生产加
工、茶产品研发、茶园管理等难题，以科
技为支撑，以实用技术为切入点，强化
茶叶生产技术培训。 突出培训重点，创
新培训形式， 拓展培训广度和深度，把
培训班办到乡镇，办进村庄，办到茶园。

采取以会代训、现场会、茶叶网站发布
科技信息等形式，请福建、湖北等地茶
叶专家来授课，在多个乡镇举办茶叶科
技讲座、生产技术培训班，印发《茶园管
理技术指南》《茶叶标准园建设要点》等
资料，培训茶农及技术骨干，培养了一
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有能力”

的新型农村科技队伍。

誓拔“穷根”，扶贫攻坚战已打响
光山县是全国重点产茶县，是国家

林业局命名的“中国茶叶之乡”，信阳毛
尖主产区之一。

3

月
31

日上午，光山县春茶开采暨
茶产业扶贫启动仪式在净居寺茶场门
前广场举行。这不仅标志着信阳茶区春
茶生产拉开帷幕，也标志着信阳新一轮
的精准扶贫工作在社会各方的支持和
努力下稳步推进。

“做强、做大茶产业，对精准扶贫有
重要的意义。 ”河南蓝天茶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建说，位于光山县静居寺管理
区的蓝天茶业创办

13

年以来， 惠及周
边

4

个乡镇、

26

个行政村， 直接解决光
山县一万余人的就业问题。当地农民通
过土地流转、田间劳动管理共累计实现
经济收入

6000

万元左右。

重点产茶村代表净居寺管理区胡
楼村党支部书记杨家智在发言时说，种
茶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项目、好产
业。胡楼村目前已发展茶园

2300

亩，茶
农通过茶产业， 不仅在家门口就业，而
且收入也增加了。

无独有偶， 在信阳茶产业的大军
中， 商城茶产业扶贫工作也是可圈可
点。 近年来，商城县吸纳社会资本建设
新茶园，改造老茶园，打造万亩生态茶
园旅游观光带。

茶已经延伸到信阳的各个角落，融入
每个信阳人的生活。茶产业已经成为信阳
山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收入来源，是
促进我市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绿色银
行”。 现如今，一场气势十足的茶十足的茶
产业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然信阳打响。

首席记者周涛迎茶节话发展系列报道（

5

）

商城县新农村建设一处场景。茶产业推动信阳山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首席记者周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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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有人说，信阳人的文化都融
入芳香的毛尖茶水之中。 没错，茶，绿
了信阳山、扬了信阳名、富了信阳人，

信阳茶见证着申城的变迁， 带给信阳
人太多的灵秀之气。

在此系列报道中，从第一篇的《茶
香城靓又一春》到本期的《毛尖一芽铺
富路》，不仅展现了信阳大力发展茶产
业、举办茶文化节，为信阳经济社会发
展、城市建设、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变
化，也展示了信阳茶企、茶人的奉献和
追求。

有朋自远方来，必先上茶。 第
24

届信阳茶文化节即将开幕， 信阳人
会尽好地主之谊， 煮茗以待四海宾
朋， 令人们感受到茶叶和茶文化的无
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