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与豫南人才网联办

�201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

信阳招聘行业领军企业

电话：

18603760111

茶乡茶人

07

责编：付宇峰创意：金霞质检：尚青云

（第
8

期）

□

本
报
记
者
黄
慧
周
涛

4

月
17

日，由信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河南特色农产品·茶叶论坛在郑州举行。席间，毛尖茶网董事长陈鹏
“原产地电商”的概念深入人心，一番“用移动互联网改变信阳茶产业格局”的成果展示，更是让他成为了信阳
茶农、茶商、茶企业界的新闻人物。

众所周知，电商改变了我们的很多购物习惯，但并不是所有商品都能够顺利的触电，尤其是在面对拓宽
农村市场的问题上。 一个看起来挺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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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何能将茶农带入网络市场，将茶产业顺利带进网络端口？

带着疑问，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毛尖茶网的创始人。

初见陈鹏， 是在河区董家河镇毛
尖茶网服务站， 一袭朴素而又不失庄重
的中山装，一脸严肃的表情，成熟老练的
一言一行， 让这位年轻人看起来与实际
年龄有些不符。

“创办毛尖茶网，对于我来说，是个
必然，也是个偶然。 必然是因为我起初就
热爱计算机专业，偶然是因为我爷爷特别
爱喝信阳毛尖，渐渐地我也爱上了信阳毛
尖。 两者合二为一，就有了‘毛尖茶网’。 ”

陈鹏微笑着告诉记者，随后打开话匣子。

陈鹏是土生土长的信阳人， 但祖籍
是浙江宁波的。

20

世纪
40

年代，陈鹏的
爷爷辗转武汉经鸡公山而定居信阳，创

办了“百乐照相”。后来，陈鹏大学毕业后
找了一份工作， 但觉得与自己的专业不
对口， 便放弃了优越的工作， 投身到了
“互联网

＋

”的世界。 “因为爷爷喜欢喝信
阳毛尖，加上我又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有
多年

ERP

从业经验，所以就有了河南省
百乐软件有限公司，有了‘互联网

+

信阳
毛尖’的毛尖茶网。 ”

要想做好这样一件事， 就必须得多
去实地考察。

2014

年初，陈鹏带着他的
团队深入到信阳所有茶产业地区开展调
查研究。研究中发现，茶场按照自己的标
准和价格，与茶农讨价还价采购“青叶”，

于是就形成了“青叶交易市场”；茶场产

出的产品叫“毛茶”，在茶叶经销环节，茶
叶批发商采购茶场“毛茶”，也不知道之
前的任何信息，只能通过自己的标准来判
断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于是就有了“散茶交
易市场”。 许多高品质信阳毛尖被无情地
“挤”出了市场，从而形成了“次品市场”。

“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次品市场’的
形成， 给成千上万的茶农带来了很大损
失。 因为，在茶叶市场上，只有少数茶农
靠‘自产自销’，才能把高端信阳毛尖销
售到消费者手中。”陈鹏告诉记者，“只有
买卖双方的信息一致了， 才能让茶农真
正获得高利益，我们的‘毛尖茶网’就承
担有这样一部分责任。 ”

互联网 +信阳毛尖，毛尖茶网应时而生

随着村村通道路和
4G

网络的基
础建设，乡村在基础设施上与城市差距
缩小。信息对称是互联网平台的核心功
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让互联网平
台的运营成为可能。 陈鹏告诉记者，有
了“毛尖茶网”，如何让茶农享受“信息
对称”，是重中之重。

根据自己的计算机专业， 加上队
伍的支持，陈鹏建成了一套系统的“交
易平台及结算体系”， 并在茶产业区乡
镇设立了“毛尖茶网服务站”。 “我们的
宗旨就是专门服务茶农，帮助他们开网
店、卖茶，专门设计制作了一个直达茶
农网店的二维码牌子，还根据茶农产品
有选择地制作了一批二维码印章。 ”陈

鹏告诉记者，有了这两种二维码，茶农
与客户就可以轻松完成交易。

茶农可以在产品包装或塑料袋上
粘贴含有产品销售链接的二维码标贴，

形成网店回头客；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
二维码，直接拨打茶农电话进行商品议
价， 议价达成后可以自行修改产品价
格并付款。 “我们的宣传语就是：不懂
网络没关系， 打打电话做生意。 这一
切，都不需要茶农操作互联网，只要订
单形成后，茶农送商品到达服务站委托
发货，即可完成交易。 ”陈鹏说，再就是
完成产业链中青叶和毛茶撮合交易问
题，“我们与中国电信合作， 研发了用
电话按键抢单的一对多撮合交易模

式，通过后台发布订单，茶农通过接听
电话得知商机信息， 并且通过手机按
钮抢单。 ”

记者了解到， 除了帮茶农完成迅
速、便捷的交易，他们还在解决茶农资
金问题上下功夫。 许多茶农由于资金
短缺，加上信贷“误区”困扰。茶农虽有
销路，但苦于“无门”而望“财”兴叹。毛
尖茶网建立了茶农资金管理模块，当
产、供、销一体化的结算体系形成后，

订单会成为银行贷款的有力证据，茶
农直接通过银行就能快速弥补资金不
足的“短板”，从而解决了整个产业链
中茶农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成交易的
问题。

信息对称＋撮合交易，让茶农真正走进市场

“毛尖茶网是用三个已经在城市验
证过的商业模式组合运营， 承接起茶产
业一二三产不同的协作场景。 所以是茶
产区茶人们新的协作工具。 ”对于“毛尖
茶网”，陈鹏一边津津乐道，一边拿着手
机为记者展示。

记者扫描二维码后一关注毛尖茶
网，便收到回复：为信阳茶产业而生，此
网为实名制买卖平台， 采购双方需要公
开姓名和联系电话。轻点商城入口，只见
主页面上有品好茶、尝美食、订酒店、找
休闲等链接，下方有商品分类、购物车、

个人中心等链接。

点开商品分类， 全市各产茶区都名
列在内，再点开任一村庄名，茶农名字、

产品图片、能够直接拨打的联系方式、链
接有导航的家庭地址等等信息一目了

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农家饭庄、休闲
山庄的信息，客户只要轻点手机屏，就能
轻松完成订单。

在查阅主页历史消息时， 记者注意
到，“毛尖茶网”还适时发布一些诸如“毛
尖采摘指数”“青叶价格指数”“春茶价格
行情”等详细数值情况，还有“喝茶的最
佳时间”“四季茶饮有什么讲究” 等专业
茶文化、茶礼仪知识。 与此同时，还有对
青叶散茶撮合平台的全面解读。 然而记
者了解到， 这种微信平台只是毛尖茶网
其中的一个板块。

记者了解到， 目前毛尖茶网平台系
统已经历三次升级

(1.0

移动电商、

2.0

撮合
交易、

3.0

乡村旅游
)

， 设立在乡镇的服务
站已经具备电商开办、包装物流、知识培
训、银行存取款、保险代办、视频直播等功

能。截至
2016

年底，“毛尖茶网”已经成功
加盟农户

10532

户， 其中开设电商
2243

户， 在各乡镇
/

村举办大大小小电商培训
班

232

场，覆盖信阳茶产区
15

万人口。

“有了这些平台，茶产业的分工也会
更细、更专业，处在一产的农民会与二产
中的加工厂以及茶商茶企形成共生关
系，茶农会对农产品质量更加关注，茶叶
加工会出现更多名人、更多技法。茶企会
拥有更好的品牌。 对于“毛尖茶网”的未
来发展方面，陈鹏告诉记者，随着这些新
工具的流行， 整个茶产业的从业者在合
作上都会发生变化， 慢慢地市场也会发
生变化，“最终茶产业会因对人类健康的
贡献，成为人类饮品行业中最大的赢家。

而我们也会为了这一终会完成的理想努
力前行。 ”

新工具＋多样化功能，为茶产业带来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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