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向炜韩蕾

“我今天一收到妈妈从老家寄来的
信阳毛尖， 就马上用玻璃杯泡上一杯，

哈哈，外形美观，香气清高，滋味浓醇，

房间里面马上弥漫着浓郁的清香，这正
是老家的味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好
喝上这一口，乐此不疲啊！ ”

4

月
18

日，远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的丁丹丹收到了家人从信阳寄来的几
盒信阳毛尖后，马上在微信里与朋友们
分享这一刻的幸福。 身为信阳人，她不
仅自己爱喝信阳茶， 在她的带动下，身
边的美国朋友也很快成了信阳毛尖的
粉丝。

如今无论身处世界各地，只要提到
老家是河南信阳，自然就让人想起信阳
毛尖。 每年

4

月上旬开始，一批批的信
阳茶通过邮局或者物流等各种方式，发
送到世界各地。信阳毛尖茶早已经成为
信阳联通世界的金字招牌媒介。

信阳以茶为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东周， 在唐朝时已经被列为贡品，武
则天号令在信阳车云山上为信阳毛尖
立塔。茶圣陆羽将信阳列为全国八大茶
区之一。

到了宋朝，文武大臣更是以得到皇
帝赐的信阳茶为荣。大文豪苏东坡当时
更是发出“淮南茶，信阳第一，品不在浙
闽下”的千古定论。

信阳茶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首次精彩亮
相是在

1915

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上，那一年，信阳毛尖荣获金质奖，从此

扬名世界，享誉海内外。

1959

年被评为
全国十大名茶之一。

1985

年荣获国家金
质奖，此后各项殊荣加身，不胜枚举。

就在刚刚公布的
2016

中国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名单中，信阳毛尖
以价值

57.33

亿元，位列第二，成为最具
品牌经营力的三大品牌之一。这也是在
过去的

7

年里，权威机构连续开展公益
性课题———“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评估”专项研究以来，信阳毛尖连续

7

年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
强，其品牌价值逐年得以提升。 而每年
的茶叶品牌价值评估活动及结果，已经
成为各地检阅品牌建设成效的重要参
考及中国茶业发展的风向标。在人民网
主办的城市符号征集活动中，信阳荣居
“全国最具影响力十大茶产地”榜首，进
一步奠定了信阳作为著名茶都的地位。

和信阳毛尖品牌同步逐年攀升的，是信
阳的美誉度。

这座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城市，

尽管撤地设市只有
18

年，但作为经济欠
发达的革命老区之一的信阳， 近年来收
获了国家级生态示范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一系列殊荣。

如此高的美誉度，尽管不能说都和
信阳茶有关联， 但有一点事实毋庸置
疑， 那就是正是出于对信阳茶的呵护，

信阳的执政者更加注重对山水资源的
保护。市委书记郭瑞民在信阳工作的十
年间，执政理念中尤为注重对这一方青
山绿水的保护，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金山银山买不来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我们坚决摒弃“经济逆生
态化、生态非经济化”的传统做法，坚持
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产业，突出发
展生态农业。

坚持做到了这一点，才得以让信阳
茶始终不辱千百年来的名茶美誉，并得
以登堂入室，先后进入全国两会、上合
组织峰会等各类招待用茶。

坚持做到了这一点，也得以让信阳
保持水环境质量和空气环境质量多年
来稳居全省最佳。信阳才有资格能够将
这座城市轻轻放在山水之上！

以茶香、山美、水甜、空气好为品牌
优势，让信阳近年来名声大噪，连续

23

年举办的茶文化节更是成为国内外诸
多茶叶品牌、茶企参与度较高的一个专
业性节庆活动，同时也成为我市招商引
资、融资洽谈的一个重要平台。

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

小小的一芽嫩绿是信阳人的宝
贝，是信阳人的骄傲。 千百年来，信阳
人以茶为媒，在生产与生活中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信阳茶文化，成为信阳灿
烂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重要品牌
和组成部分。 在信阳，茶不仅已成为
这个城市的符号象征，也是信阳人不
可或缺的精神灵魂，在通联世界的征程
中， 信阳茶作为桥梁和纽带的功效，不
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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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公司联办

以茶为媒扬名远

>>>

相关链接以茶为媒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2015

年
3

月
12

日，正在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市长乔新江做客国际在线演播室。

在接受采访时，乔新江说：“信阳将以茶为媒，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努力把信阳打造成为中国北方
最大生态茶区、中国中部最大的茶叶产销集散地、中国最
具影响力的茶文化休闲旅游城市， 搭建城市之间的茶旅

游、茶贸易、茶文化交流平台，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
面合作，为‘一带一路’的合作建设添砖加瓦。 ”

信阳地处中原腹地，茶叶是当地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故有“茶都”的别称。 乔新江表示，信阳茶产业将借助“一
带一路”机遇插上腾飞的翅膀，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与文化交流融合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