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张方志通讯员彭延斌

名茶产地

具有江南水镇风韵，有着“茶
王之镇” 美誉的河港镇位于信
阳市河区西南部， 地处风景秀
丽的南湾湖畔。 河港处于亚热
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 平均海拔
在

700

米以上，气候温和，空气湿
润，土壤肥沃，昼夜温差大，生态
环境最适宜茶树生长。 种茶历史
悠久， 所产茶叶早在唐代即为朝
廷贡品。 有着丰富的栽培管理炒
制经验， 具有生产名优茶得天独
厚的条件，是金奖“龙潭牌”信阳
毛尖的正宗产地。

全镇现有茶园面积
15

多万
亩。所产茶叶以“外形细、圆、光、直、

白毫显露，内质汤清、色绿，香度浓
郁持久，滋味醇厚”而饮誉中外，被
茶叶著名专家、 中国茶叶质量评委
于杰誉为“茶王之镇”。（综合）

河港镇

4

月的茶乡， 到处都可见炒茶
的身影。 但是，在这些身影当中，已
经很难寻觅到年轻人的踪影。 因为
年轻人大都选择离开大山， 到大城
市打工， 炒茶这门手艺很少有年轻
人再去传承。然而，在河区谭家河
乡李畈茶叶合作社内， 记者却见到
了年轻的炒茶师傅姚波。

姚波是李畈茶叶合作社理事长
姚忠富的儿子，今年

27

岁，却有着近
8

年的炒茶经验。谈到姚波为什么不
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而
是留在家乡炒茶时，姚忠富说这一切
都是很自然的事。 “没有人逼他这样
做，他下学后就自然而然地接过了我
的手艺。 ”姚忠富说，“炒茶是一门手
艺活，尤其是炒出一手好茶更是要求
很高。 姚波虽然年轻，但是已经炒了

七八年的茶，是‘老师傅’了！ 我看得
出来他还是喜欢这个手艺的。 ”

炒茶的工作，其实有些枯燥，成天
待在固定的空间里， 和不会说话的机
器、工具打交道，完全与外面的繁华世
界脱离了联系。 这是年轻人纷纷逃离
茶山，不再留守炒茶的主要原因，但是
姚波安分地留了下来。 “茶总要有人去
炒，这门手艺年轻人还是要传承的，否
则等到老一辈的炒茶师傅退休了，茶
山的茶叶怎么办呢？ ”姚波说。

此外， 让姚波甘愿接过父亲的
锅，留守茶乡炒茶，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 那就是他对自己家的茶山充
满了感情， 为自己茶园里的茶叶感
到自豪。 姚波家的茶场种茶历史悠
久，茶文化底蕴深厚，且茶场海拔在
700

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姚波家

的茶场平时几乎无人过问， 茶场里
的茶就像野茶一样。 “那么高的海
拔，我们平时很少上去，不给茶叶打
药，也不施化肥，完全是自然生长。”

姚波告诉记者，“虽然我们不打农
药，但是我们的茶叶不生虫，因为茶
园周边森林茂密，植被丰富，自然界
的生物链没有遭到破坏。 ”姚波说，

他家的茶叶由于处于野生长的状
态，所以茶叶较瘦，品相不好，但是
香度高，口感好，是绿色纯天然的。

正是因为有这一山的好茶，姚
波才心甘情愿地留在了山里。“这么
好的茶山，这么好的茶，这是大自然
的馈赠，我肯定会倍加珍惜的，所以
我情愿留下来，用心炒制每一斤茶，

把最好的茶叶呈献给爱茶、 懂茶的
人。 ”姚波说。

年轻炒茶师傅姚波———

接过父亲的锅 留守茶乡炒茶

姚波正在给茶叶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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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绿茶哲学

曾经有一位北大学生对成功充满着渴
望和憧憬，可他在生活中却屡屡碰壁，鲜有
所获。沮丧的他便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
元培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指点。 蔡元
培约了一个时间让那位学生到办公室面谈。

学生激动地来到校长办公室，还没等他
开口，蔡元培先生就笑着招呼他，从抽屉里
拿出茶叶，放进杯子里，倒上开水，递到学生
面前的桌子上。“这可是极品的绿茶，是朋友
特地从南京给我带回来的，你也尝尝。”蔡元
培和蔼地说道。

受宠若惊的学生喝了一口，感觉没有一
点茶的味道。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蔡元培
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学生的表情，依旧东拉西
扯地谈论一些漫无边际的问题，似乎完全忘
记了学生来的目的。学生极不自然地听了很
久， 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了一下，

便连忙找个理由告辞。

蔡元培若有所思地眯着眼睛微笑道：

“急什么，把茶喝了之后再走，这可是一杯极
品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学生无奈地又端
起了茶杯，礼节性地喝了一口，可就在这时，

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人心脾！ 学生愣住
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入杯底，

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 像翡翠般灿烂夺
目。 不仅如此，整个办公室里可以闻到一股
清新的香气。

蔡元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满含深意地
问道：“你明白了吗？”学生恍然大悟，惊喜地
喊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

想追求成功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心浮气
躁，只停留在表面，凡事要静下心来，认认真
真，踏踏实实地沉浸下去。 ”

（据中国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