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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向炜

102年！ 经历了什么？

———探寻信阳毛尖再获“中国十大名茶”魅力所在特稿（上篇）

欲把西湖比西子， 从来佳
茗似佳人。今年

5

月
20

日，从在
杭州召开的首届中国茶业区域
博览会上传来佳讯： 信阳毛尖
以全国第二名的“排行榜”成功
入选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
牌。 这是农业部自

1958

年首次
评选之后的第二次评选， 信阳
毛尖两次都荣获“中国十大名
茶”的殊荣。

自古好山好水出好茶。山
有灵气、 水显秀气的信阳茶早
已声名远播。早在唐代，著名茶
圣陆羽在《茶经》中就记载“淮
南茶，光州上”；宋代诗人苏轼
一生爱茶如命，更是发出了“淮
南茶，信阳第一”的感叹。

信阳茶真正以信阳毛尖
命名， 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

那个时期名茶生产技术日渐
完善。 先后成立的五大茶社，

加上清朝的三大茶社统称为
“八大茶社”。由于“八大茶社”

注重制作技术上的引进、消化
与吸收，

1913

年产出了品质很
好的地方毛尖茶，命名为“信
阳毛尖”。

信阳毛尖第一次在世界人
民面前亮相并跻身世界名品之
列， 得益于信阳茶人陈雨人等
人的共同努力。从

1914

年
5

月开
始， 历经

7

个月的远途运载后，

信阳毛尖于当年年底抵达美
国， 如期在

1915

年
2

月举办的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
展出。 历史上即为贡茶的信阳
毛尖大放异彩，独占鳌头，获得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从那时起的百余年间，信
阳毛尖屡获殊荣： 全国十大名
茶、国家金质奖等，连续

8

年跻
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十强。 在全国

100

多种绿茶
中，获国优金奖的唯有西湖龙
井和信阳毛尖两种，“绿茶皇
后”西湖龙井和“绿茶之王”信
阳毛尖各有特色， 各领风骚，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绿茶的领
军性代表品牌。

信阳毛尖百年荣光的发展
历史， 既是一部百年品牌的保
卫战， 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信
阳发展史。

从
1915

年信阳毛尖荣获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到

2017

年
再获“中国十大名茶”的

102

年
间， 对于承载着百年荣光的信
阳毛尖来说， 真可谓真金不怕
火炼、好茶经得起考验。

百余年来， 信阳代代茶人
历经艰苦奋斗， 为提升百年名
茶品牌形象、挖掘信阳茶历史、

弘扬中原茶文化、 促进信阳乃
至河南省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做出了不懈努力。

1956

年春，河区董家河
镇车云山村全体党员采摘了
两斤千佛塔的春茶邮寄给了
毛泽东主席，并很快收到了中
央办公厅给车云山茶农的回
信，让茶农们备受鼓舞，这封
信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从
1992

年第一届信阳茶叶节
举办至现在已举办

25

届，从
百年前信阳毛尖荣获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至现在

连年稳居“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十强” 第二名，

信阳毛尖品质、品牌形象都
渐入佳境。

102

年的信阳毛尖品牌史，

也是一部以茶为名的信阳城市
逐步打开山门、 取得全面发展
的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尤其
是近年来，信阳人以茶为媒，经
贸唱戏， 通过对信阳毛尖这一
百年名茶的品牌建设、 保护和
有效开发， 信阳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得到不断提升： 集国家卫
生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连
续八届蝉联中国十佳宜居城
市、 连续六届荣获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等于一身。 经过多年

发展， 信阳不仅拥有区位、产
业、生态、基础设施等优势，更
拥有积极谋事、主动干事、努力
成事的信心优势， 一个和谐幸
福、 多姿多彩的崭新信阳让世
人刮目相看。

102

年的信阳毛尖品牌史，

又何尝不是一部继往开来、引
领信阳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奋斗史。 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
要节点， 信阳迎来了复兴中华
茶文化、提振茶产业、壮大茶经
济的重大历史机遇。 信阳人决
心以“中国毛尖之都”的命名为
起点，始终咬定“五个信阳”的
发展奋斗目标， 力争把信阳建
成区域性中心城市、 充满发展

活力的生态经济先行区和全国
有影响力的交通枢纽、 信息枢
纽、物流枢纽，让“五个信阳”成
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
受到的实惠，为信阳人民造福，

为中原大地添彩
!

历经百年、 享誉世界的
信阳毛尖，薪火相传，魅力永
在。那嫩绿清澈的一芽一叶，

沉淀经典， 散发着不可妙言
的独有芳香， 等着你端起手
中茶杯， 品评杯中香茗的高
醇与悠远。

（下期请看《

210

万亩！意
味着什么？———探寻信阳毛尖
再获“中国十大名茶”魅力所在
特稿（中篇）》）

荣耀，无可置疑！

向炜

“当我们手捧一杯口味浓
郁、 滋味醇厚的信阳毛尖茶，定
会感叹它细圆挺拔、满毫匀齐的
外形， 赞美它光彩翠绿的汤色。

当然，其内质的丰富，不仅是经
历千年文化的滋养，更是视觉冲
击味蕾的甘醇体验。 除此之外，

其一系列药理功效也让世人从
古至今大受裨益，广为流传。”

这是茶叶专家欧阳道坤
在《信阳毛尖的前世今生》一
文中写下的一段话。 在他看
来，千年积淀、百年优雅的信
阳毛尖成就一系列非凡成就，

主要得益于自然。

自然成就非凡， 此言不
虚。 北纬

32

度的自然生长环
境，海拔

800

米的高山茶园，年
平均气温

15.1℃

，生态优势得
天独厚，采天地之灵气、集日
月之精华的一芽一叶，其形其
色其味其效都足以历久弥新、

传承千年。

集万般宠爱于一身、历经
百年魅力不减的信阳毛尖，何
以能够始终保持如此优良的
自然品质？主要得益于多年来
信阳致力于对青山绿水的保
护，保持水环境质量和空气环
境质量多年来稳居全省最佳；

得益于多年来信阳以清洁发
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科学

发展为基本要求，进一步扶强
扶优茶企业， 做大做强茶品
牌，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产
品附加值， 做到多元经营、集
聚发展， 探索一条符合信阳实
际的茶产业科学发展之路，努
力推动信阳茶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得益于信阳人懂茶、爱茶，

为茶辛苦为茶忙，乐此不疲。

作为全国生态示范市，绿
色、生态、安全一直都是信阳
茶的重要优势。 正是这一优
势，让信阳毛尖傲娇于万千茶
叶之中，收获了“绿茶之王”的
桂冠。有了这顶王冠，足以容
得下其它更多的荣誉。 这一
点，不容置疑，无可置疑！

5

月
26

日，“豫风楚韵·大美信阳”风光摄影艺术展在信阳博物馆开幕。此次
展览共收到省内外

600

多名摄影爱好者的
2000

余幅作品，题材涵盖信阳境内的
自然风光、美丽乡村、城市景观、茶乡风情等方面，彰显了信阳的城市魅力。

本报记者郭晓雨摄

镜头记录信阳美

尚朝阳在主持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时强调

集中民智改进工作
信阳消息（记者李浩）

5

月
26

日， 市长尚朝阳主持召开座谈会，征
求各县（区）、管理区（开发区）对提交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大家提建议、说体会，

紧凑而高效。 大家一致认为，《政府工
作报告

(

征求意见稿
)

》内容翔实、语言
朴实，工作总结实事求是，工作部署针
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同时，与会人员
还结合实际，在脱贫攻坚、项目建设、

产业发展、城市管理、生态保护、民生
改善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

尚朝阳认真听取发言，并就有关
问题与大家进行讨论交流。 他说，与
会的各位同志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
经历和实践经验，对基层干部群众的
期盼和愿望了解得更直接，对各项政
策能否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愿
望，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大家准备充
分、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对修改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和改进
政府工作很有帮助。

针对大家所提的意见建议，尚朝
阳要求报告起草小组要认真梳理、深
入研究、 充分吸纳， 进一步修改、充
实、完善报告，使报告的起草过程成
为统一思想、集中民智、汇聚力量、改
进工作的过程； 使报告更符合实际，

更具指导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让
人民群众真正能感受到获得感和认
同感， 力求使报告成为求真务实、内
容全面、引领发展的报告。

尚朝阳强调，修改好报告还要在
贯彻中央精神和省委、市委要求上再
下些功夫，确保与中央大政方针和省
委、 市委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要
在反映人民呼声、回应群众关切上再
下些功夫， 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利益、

愿望和要求；要在体现信阳特色上再
下一些功夫，突出重点、兼顾全面，鼓
舞士气、增强信心；要在改进文风、精
简文字上再下些功夫， 不讲空话、虚
话、套话，多讲接地气的话，让代表愿
意听、容易懂，让政府决策更加科学
合理，更加贴近民意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