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来山里玩，其
实不光是那一座座山，连路边的人家我
也总看不够。 每家的房子都不一样，最
点睛的是有的门前还会有条小河或池
塘，这是北方一马平川、极其开阔的平
原所没有的景致。 我在这里长大，骨子
里已经注定了故乡的这种审美观。茶树
一冬的积蓄凝聚在小小的嫩尖之中冒
出来……”这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信阳
人王萌萌日前在微信上写下的记忆。尽
管过去了很多年， 去过了很多地方旅
游，但家乡的茶山依然让她念念不忘。

和这位土生土长的信阳人相比，湖北的
刘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麻城人。

4

月
17

日， 他张罗组织了由
6

辆车组成的车
队，一大早赶到河区董家河镇，万顷
碧波的茶海，层峦叠嶂的茶山，错落有
致的民居，举目四望，到处流淌着绿色，

让他们心旷神怡。

“我已经是第
6

次在这个时候来信
阳茶山了， 过去来是因为上山买茶，后
来慢慢才发现，来茶山体验，其实本身
也是一种很好的游玩，所以这几年就呼
朋唤友邀请大家都来感受一下。 ”

人间何处是仙境？ 春山携枝采茶时。

“我们的茶园有
2000

多亩，去年共
接待游客

20000

余人，今年游客比往年
更多。 新茶开采

10

余天， 生产出来的
1000

多斤茶在茶园内就售罄了， 可谓
是供不应求。 ”信阳广义茶叶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李广义对此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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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走
对了！ ”

逛完了茶山，看完了美景，吃顿信
阳地道的农家饭也是茶山游必不可少
的内容。走进位于董家河镇云雾山脚下
的农家饭庄，里面的服务人员正忙着给
客人端茶倒水，准备午饭。 老板告诉记
者：“一到春茶快上市的季节，来茶山买
茶和旅游的人就很多，一天最多的时候
有十几桌客人。 ”

董家河镇的睡仙桥村被评为“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特色居民村）”、“信阳
市十佳美丽乡村”。该镇结合自己的生
态优势与茶叶优势，以茶为媒构建“茶
文化

+

茶旅游”的特色旅游圈，并且积
极招商引资， 引进山国饮艺、 宏浩实

业、馨茗农业等茶叶产业基地项目，打
造以茶文化展览、 教育培训为一体的
多功能体验中心的同时，还积极推进家
庭农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集农场体
验、生态观光、山庄休闲于一体的综合
“茶旅游”模式。

如果说董家河镇的发展转型富了
茶农，美了茶乡，那“信阳号”（北京———

信阳）旅游专列的开通，则让外地游客
多了一条认识信阳、了解信阳、走进信
阳的渠道。

自
2013

年
6

月该旅游专列首发
后， 每年便有成千上万的游客通过该
趟列车，走进这个“被轻轻地放在山水
之间的城市”，在浓浓的春茶香气中切
实感受信阳茶产业的深厚底蕴：茶人植
茶制茶、以茶为业。游客品茶论茶、游兴
大增。

以茶促游在我市“十三五”规划中
有明确的表述：塑造“山水茶乡、生态信
阳”的发展思路，通过实施农村精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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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茶产业整个业态，也从传统
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六次产
业”转变。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
家子，零落依草木。 ”在春风拂面的日子
里，走入终年青山叠翠、碧水长流的信
阳毛尖的主产区———信阳的西南山区，

取清茶一杯，品茗之余赏绮丽诱人的山
间景致。在山石之上，聆听千年的古风，

在清泉左右，仰止叠翠茶山，这一刻，如
在画里，恍入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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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打造绿色茶都实现跨越发展
我市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市， 已连续七年蝉联中国十

佳宜居城市。 近年来，信阳坚持“生态文明就是美丽城市
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做到环保优先、绿色发展，走出了一
条中部生态良好地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近年来，我市重点发展茶叶加工、畜禽加工、粮油加
工三大产业集群， 把信阳建成中原粮仓和中部地区重要

的绿色食品供应基地。

“十三五”期间，信阳茶产业也明确了发展目标：打造
交易额超

10

亿元的国家级茶叶交易市场，形成一批“全
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茶叶产业化集群，利用
良好的生态优势， 力争把信阳打造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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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向炜韩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