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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与信阳， 一个是胶东宜居港城， 一个是中原腹地故城， 地理间隔
1100

余公里，似乎难有关联，本月中，记者随全国晚报社长总编信阳行“走
转改”采访活动初入信阳，竟发现两城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5

年，烟台张裕的传统名产白兰地远至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拿回了
金质奖章和奖状，延绵于今，烟台因葡萄酒城而闻名于世。 同样在这届博览
会上，信阳毛尖以外形美观、香气清高、滋味浓醇的独特品质，被授予世界茶
叶金质奖状和奖章， 信阳自此因茶而闻名， 被誉为山水茶都； 一百年后的
2015

年，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榜单中，两城均赫然在列，其中烟台位第三，信
阳居第五，且两城均已是多次入选该榜，这个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每年
发布一次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 往往被视为客观折射城市竞争力的权
威排名；烟台“天蓝海蓝”，信阳“山绿茶绿”。 隔空对话，体验城与城之间的
“似曾相识”与“截然不同”。

各地记者在茶园采访。

我们选择进入一个城市，推测城市未来的发展，无非是类比属性相
同的一些城市，通过他们的轨迹发展来测算自己的未来发展。

—————题记

YMG

记者孙玫清摄影报道 千幅文字图片和数百件实物对应的方式，全面展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

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 着重介绍了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历
史阶段发生在鄂豫皖大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信阳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 与之相似
的是，烟台也是“红色文化”深厚的地方。 烟台海阳郭城镇战场泊村，

2014

年
10

月，许世友将军在胶东纪念馆、八路军胶东军区机关旧址
2014

年对外开
放。 抗战八年中，许世友五入胶东，为了领导海阳人民的反扫荡、反投降战
役，更于

1941

年来到海阳，前后多次进驻郭城数个山村，并在
1942

年前后
将司令部设在战场泊村的农户家。 “许世友是员战将，陈毅打仗，南靠粟裕，

北靠许世友。 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了不起！ ”毛泽东这样评价
许世友。 而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

1905

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是百名
信阳籍将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烟台，信阳，两座红色之城就这样联结在一起。

“绿茶之王”信阳毛尖，茶山树海美不胜收

茶，因信阳而美；信阳，因茶而名扬。

茶是信阳传统、特色、优势的产业和生态、健康、富民产业。高山低陵、河
曲洲园间，层层叠叠、碧波万顷、直抵天边的茶园是其最美的风景。在河港
文新茶叶的万亩生态有机茶园，记者就见到了这如画般的美景。

5

月虽不是
茶乡最忙碌的时节，却依然能见到星星点点采茶者，更多的则是前来游玩观
光的人。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底，信阳茶园面积达
210.8

万亩，

茶叶产量达
5.7

万吨，总产值达
90.5

亿元。对于游客来说，到茶山观美景，进
农家吃地锅饭，上山体验采摘乐趣，品茶时欣赏山歌，观看茶艺表演，是茶乡
游中极具特色的文化体验。

参加“走转改”活动的记者们徜徉在茶山树海间，感受着溪绕鸟鸣。 “十
面霾伏”里“突围”至此的外地游人，定会深深感觉到信阳的宜居是用绿色写
就，散发着茗香味道的吧。

避暑胜地鸡公山，天然氧吧云中公园

二十多年前，烟台日报有一篇《撒丫儿奔烟台》的文章，说的是北京天津
等的游客来烟台海边避暑的新闻。 而生活在“火炉”武汉周边的人们则向往
着信阳的鸡公山，这座被誉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的景区，在上世纪初到
二三十年代陆续出现了

500

余幢由
24

个国家的外交官、传教士以及国内的
军阀商贾兴建的老别墅，使这里成为内陆少有的“十里风飘九国旗”。这些风
格殊异、错落有致的别墅，缀满山峦，各种文化元素融汇一山，被誉为“世界
建筑博物馆”。 无独有偶的是，百年前的烟台，先后有

17

个国家在烟台山及
其周围建立了领事馆、洋行等办事机构及众多别墅，是亚洲现存的最大的近
代领事馆建筑群。 山上山下，那一幢幢外国领事馆、官邸、建筑群，记录了烟
台作为山东第一个开埠通商口岸的特殊历史。

采访团来到鸡公山风景区， 在那片最著名的落羽彬林中享受着微微落
雨的惬意；昔日熙攘的平汉铁路小火车成游人观光的工具；而至其最著名的
报晓峰时，则雨雾交加，鸡公山“云中公园”果然名不虚传。据了解，信阳市森
林覆盖率达到

36.11%

，鸡公山下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含负氧离子
22

万个，万
丈崖景点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最大值高达每立方厘米

47.8

万个，是目前全国
此类测量的最高纪录，信阳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信阳有着烟台无法比拟的道路交通优势，其联通鄂豫皖，坐拥多个交通
中心点而自成枢纽。 除却茶业及旅游业，信阳借地理之利，物流高地正在崛
起，电子商务亦风生水起。 新产业的兴起，给信阳的传统产业带来新的思路
与发展契机。

烟台与信阳，是这样的两座同样有历史有文化有渊源的城市。我们选择
进入一个城市，推测城市未来的发展，无非是类比属性相同的一些城市，通
过他们的轨迹发展来测算自己的未来发展。

新闻背景

5

月
13

日至
14

日， 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 中共信阳市委宣传部主
办，信阳日报社、信阳晚报社承办的以“深入革命老区，讴歌信阳新貌”为主
题的全国晚报社长总编信阳行“走转改”采访活动在信阳市举行。 《烟台晚
报》 和来自全国

15

个省区市的
40

余家晚报和都市报的
70

余名社长总编、

名记者、名编辑齐聚信阳，共同领略革命老区改革发展的崭新风采。

13

日，采访团参观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信阳博物馆，考察了羊山新区
国际家居小镇、信阳高新区电子产业园，感受淮上故园历史底蕴和蓬勃发展
的潜力。

14

日，采访团走进河港镇、鸡公山及金牛文化古镇，用镜头和笔
墨记录信阳生态美景，挖掘信阳文化底蕴。采访团还参观了文新生态体验观
光园，实地了解信阳茶产业的发展状况。

市委书记上任首日，推介信阳如数家珍

信阳，这是一座有味道的城市。 此时，记者依旧可以闻得到石缝里的苔
藓芳香；看得见黄昏下泛着粼光波澜的河水。

在接受《信阳晚报》的同仁采访时，记者几次被问道：“烟台是如何向外
推介自己的城市的？做为媒体，又是如何去宣传自己的城市的？”这的确是个
值得交流的话题，同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两座城都有着得天独厚异常丰富
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信阳对此的重视程度，从市委书记乔新江的言行中可见
一斑。 “走转改”活动启动日，恰是乔新江履新市委书记第一天，其第一站便
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 并面对来自全国各地

40

余家晚报的
70

余位记者如
数家珍般介绍了信阳：信阳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江淮河汉之间的战略
要地。 全市总面积

1.89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860

万。 信阳历史悠久，文化厚
重，是一座“古”城。信阳红军摇篮，将星璀璨，是一座“红”城。信阳区位优越，

交通便利，是一座“要”城。 信阳山川秀美，生态良好，是一座“绿”城……

乔新江已在信阳工作
10

年， 他对这座宜居城市最有感情的表达是：把
妻子调到信阳，把家安在了信阳。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色信阳资源深厚

信阳是著名的大别山革命老区，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的发源地，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红军主力部队的诞生地。 记者随
团参观了于

2007

年开馆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其坐落于信阳市中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