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家寨

何家寨位于河区河港镇郝家冲村， 距离信阳市
45

公里，海拔最高处
860

米。 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群山起
伏，森林茂密，稀有动植物繁多，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生态
优势。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似火红的晚霞在怒放，数不清
的春兰吐出浓郁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夏天则浓
荫密布，凉爽宜人，简直就是一个清新优美的天然氧吧。放眼
望去，崇山峻岭间，莽莽丛林中，处处呈现一派原始自然的古
朴风貌，堪称世外桃园！

何家寨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历史悠久。 明朝七省监军何
继贵在此依山傍势筑寨，寨墙似玉带凌空。虽历经沧桑，至今
仍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 寨内有一巨石，形状如龟，占地亩
余，名曰乌龟石。 登寨俯瞰，如在九霄云端之中。 寨东门有一
山峰高耸入云，名曰擂鼓台，登顶远眺，碧波万顷洲岛错落的
国家级自然风景区南湾湖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具有悠久种茶历史的何家寨茶叶更是远近闻名。 这里
山峦叠峰，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森林覆盖率高，土壤中
富含有机质与多种微量元素。 由于海拔高， 地处北纬

33

度，采茶季节晚， 营养积累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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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昆虫：蚁蛉

信阳农林学院张前进
蚁蛉， 大多数种类在地面或埋伏沙土中等待猎

物， 或在地面追逐猎物。 有些种类通过陷阱捕获猎
物，幼虫隐藏在漏斗状的陷阱的底部，取食掉进陷阱
中的蚂蚁和其他昆虫，所以幼虫称蚁狮。幼虫行动是
倒退着走，故又叫“倒退虫”，可入中药治疗如高血
压、泌尿系结石、胆结石、骨髓炎等。作为一个古老类
群， 蚁蛉独特的生活习性早就激起了学者们的研究
兴趣，在信阳市平桥区我们抓了一部分蚁蛉幼虫，通
过养殖研究其生活习性， 经过鉴定确认我市蚁蛉属
于钩臀蚁蛉一类。我们应该保护它们的生活环境，并
进行合理地利用，不要过度采集。

信阳茶炭疽病的防治方法

信阳农林学院王小飞
茶炭疽病是由茶盘长孢侵染引起的一种真菌性

病害。只侵染幼叶，危害成叶及老叶，严重时影响来年
春茶产量。 故制定防治措施：

1.

加强茶园管理，勤出杂草，及时清理病
叶等；

2 .

在茶树未发病前或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8

月
下旬至

9

月上旬雨季之前， 每亩用
25%

的吡唑醚菌
酯乳油

12-15

克（稀释
1500-3000

），或
10%

苯醚甲环
唑水分散粒剂

48-68

克（稀释
1000-2000

）喷雾均有
较好防治效果。 茶树休眠期可用

0.6%

的石灰半量式
波尔多液喷雾，减轻次年病害。

信阳水稻稻曲病的防治方法

信阳农林学院张前进
稻曲病又名伪黑穗病， 它不仅使秕谷率、 碎米率增

加，局部减产
20％-30％

，故制定防治措施：

1.

选用抗病品种：如广二
104

、汕优
36

、滇粳
40

号、

京稻选
1

号、沈农
514

。

2.

避免病田留种，深耕翻埋菌核。发病时摘除并销毁
病粒。

3.

氟硅唑咪鲜胺加嘧啶核苷类抗菌素农用抗菌素
120

防治，或用
2%

福尔马林或
0.5%

硫酸铜浸种
3-5

小时。抽
穗前用

18%

多菌酮粉剂
150-200g

或于水稻孕穗末期每
667m2

用
14%

络氨铜水剂
250g

稻丰灵
200g

或
5%

井冈
霉素水剂

100g

，对水
50L

喷洒。

名人与茶
乾隆：

手把茗盏论宽严

乾隆皇帝秉承先祖康
熙帝的爱好， 经常游巡江
南， 既是为了威慑南方，加
强统治， 也是为了游山玩
水。 其间，他于茶事留下了
至今让人传说的许多佳话。

乾隆皇帝在杭州品尝
了“龙井茶”后，一时高兴，

敕封了当地龙井胡公庙旁
的十八棵茶树为“御茶”，要
求年年贡奉。在湖南品尝到
洞庭湖名茶“君山银针”后，

即御封贡茶，令当地每年进
贡十八斤。在福建崇安品尝
乌龙茶“大红袍”，初嫌其名
不雅， 知其由来后欣然为之
题匾。 在福建安溪品尝乌龙
茶后， 又御题赐名为“铁观
音”。 这些名茶至今名声响
亮，香播遐迩，而且今人还每
每端出乾隆故事，以助畅销。

此外，至今广泛流传的
一种茶礼，即主人敬茶或给
茶杯中续水时，客人以中指
和食指在桌上轻轻点几下，

以示谢意，相传这也源于乾
隆下江南的故事。乾隆皇帝

在苏州时，某日与几位侍从
微服私访， 行至一茶馆时，

他茶瘾大发，也不等服务员
照料， 拿起茶壶为自己﹑也
为侍从斟起茶来。侍从见状
不知所措，下跪接茶怕暴露
了皇上身份，不跪又违反了
宫中礼节。 这时，一位侍从
灵机一动，伸出手来弯曲中
指和食指， 朝皇上轻叩几
下，形似双膝下跪，叩谢圣
恩。 乾隆一见龙颜大悦，轻
轻嘉许。这一茶礼从此便逐
渐流传起来，至今不废。

乾隆皇帝聪慧过人，常
能由此及彼，其以茶治国更
是一奇。

话说当年雍正帝因病
去世， 乾隆皇帝登基即位。

刚上位就遇到了一件非常
棘手的事情，就是朝野上下
都在议论康熙帝晚年施政
失于过宽，包庇了一批过去
有功的元老巨贪，而雍正帝
施政过严，大开杀戒，搞得
大臣们人人自危。这朝廷不
和谐啊，怎么办？ 乾隆皇帝

把大臣们召集到当时中堂
大臣张廷玉家中品茶。他先
是亲自动手泡茶分赐给众
臣，而后悠然自得地“手把茗
盏论宽严”。他以茶道主中和
之理告诫在场的亲信大臣：

“治国如沏茶， 要取中庸之
道，太宽太猛都不宜。 ”他说
“于今形势而言，要想政通人
和，创极盛之世，必须以宽纠
猛。 这和皇阿玛以猛纠宽的
道理一样，都是刚柔并用，阴
阳相济，因时因地制宜。朕以
皇祖之法为法， 皇父之心为
心， 纵有小人造作非议也在
所不惜”。 一场君臣品茗会，

乾隆借茶道之理， 把他治国
的大政方针讲了个透透彻
彻。当然，这场舆论危机就在
这个茶话会中被解决了。

乾隆嗜茶成癖，退位后
就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了
“焙茶坞”，整天在那里悠然
品茶。 这老爷子，人家是不
爱江山爱美人，他却是不爱
江山爱品茶，着实少见。

(

据中国茶网）

名茶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