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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 童 张方志

9月14日，茶农余根云和婆婆在自家茶山上采茶。 本报记者 马 童 摄

信阳毛尖夏秋茶缘何量少价低

本报讯（记者 马保群）“回家
了！回家了！”近日，流浪多年的智
障女子李娜药在上海市救助管理
二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踏上列
车，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在平桥区胡店乡政府大院内，
胡店乡赵庙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志
国一看到李娜药，欣喜地问：“李
娜药，你还认识我吗？这十几年你
都跑哪儿去了？”也许是回到了家
乡，也许是见到了似曾相识的人，
李娜药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得手舞
足蹈。见此情形，上海、信阳两地
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了欢
欣的笑容。

据悉，去年 12月，我市救助站
收到来自上海的求助函。来函表
示，2010年4月，上海市救助管理二
站救助一名智障流浪者，多年来，
经过反复沟通问询未获得有效身
份信息。去年年底，该站收到外省
热心警官转来“身份不详女性疑似

信阳市平桥区胡店乡赵庙村双岗
组李娜药”的重要线索，请求信阳
市救助站帮助查找核实。

“合力救助，让爱回家。帮助流
浪者返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市救助站大别山寻亲工作室
主任李尚霖告诉记者，收到上海求
助函后，市救助站及时联系平桥区
救助站及乡镇民政所进行实地走
访核查，反复辨认照片和视频录
像，大家认为智障流浪者高度疑似
本村双岗组的李娜药。市救助站随
即与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反馈核
查信息，最终帮助李娜药返回家乡。

用爱心构筑温暖家园、用细心
施行无微救助、用责任相伴回归旅
途……近年，市救助站认真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
秉承“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工作原
则，用心用情解决滞留人员所需所
急所盼，全力帮助滞留人员回归社
会、回归家庭。

9月14日，雨后初晴，刚经历过秋雨洗礼的浉河港镇，处处透露着洁净与清新，一
望无边的茶山翠绿得直逼人眼，仿佛被时光定格在了春天。

相较于喧嚣的4月，如今的茶王之乡显得有些寂静，山坡上除了偶尔闪动着采茶
农户的身影外，少有人迹。

也许有人会问：“秋天也会采茶？”是的，信阳毛尖的秋茶，甚至是夏茶，其实一直
都有采、有产。

秋茶虽有 采者不多
“我和婆婆每天都采茶，但是由于秋茶少，所以每天也就采个三四斤青叶。”在浉

河港镇龙潭村，茶农余根云正在自家茶山上采茶。谈起采秋茶，余根云坦言完全是
抱着“闲着没事”和“挣一分是一分”的态度。

“信阳毛尖的采摘主要在春天，夏秋季节打茶的人不多。你们去转转，估计看不
到几个。”

沿着浉河港镇境内的环南湾湖公路，记者行驶了大约10公里，结果发现正如余
根云所说，采秋茶的茶农人数完全可以用两只手数完。

“龙潭村有茶园 25000多亩，占全镇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这 25000亩茶园中，
仅高山茶园就有8000多亩。”龙潭村村委会叶主任告诉记者，“高山茶是不采夏秋茶
的，费工费时也卖不上好价钱。”

品质不高 价格走低
余根云告诉记者，信阳毛尖的秋茶青叶每斤收购价43元至46元，夏茶青叶每斤

更是低到三十几元，与春茶青叶动辄每斤上百元相较，价格相差极大。
“价格低，所以我们茶农打秋茶的积极性也不高。”
在龙潭村豫龙春茶叶合作社内，负责人曾祥永常年在茶桌上泡着几杯信阳毛尖，

以供往来客商挑选。9月14日当天，曾祥永的茶桌上冲泡的是两杯秋茶，茶叶条形较
长。

“夏秋季节，温度高，茶叶生长迅速，所以夏秋茶的条形要比春茶看上去大很
多。”曾祥永说。

曾祥永还向记者透露，夏秋茶与春茶相比，多了一丝苦涩，所以品质与春茶相比
不高，价格也自然不能与春茶相提并论。

“像我们这样走批发价，一斤秋茶最高也就能卖300多元，如果茶农自产自销价
格会更低，甚至难以销售。”曾祥永说，“秋茶价格低，我们的盈利也少得可怜，每斤秋
茶赚个二三十元就算不错了，所以收青叶炒秋茶的公司并不多。”

延长产业链 路在何方
对于信阳毛尖来说，只采一季春茶，委实有些可惜，而加大秋茶的采摘和生产一

定程度上能延长信阳茶叶的产业链，也能为茶农提高收入。
“我从 6月 20日开始，在 3个多月的时间内，总共炒制了 7000多斤夏秋茶，每斤

按十几元钱的盈利来算，挣了七八万元钱。”龙潭村从事茶叶加工的刘遵辉说，“从另
外一个角度来讲，3个月内，我为当地茶农也带来了近50万元的收入。”

刘遵辉说，如果多一些收购秋茶或者加工秋茶的企业，那么茶农的积极性也许
会被调动起来，茶农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并不是大家都这样看，佰兴茶叶的董钰就认为秋茶会影响春茶的市场认可，甚
至担心终端市场会有人把秋茶当作春茶卖。

秋茶并非茶中下品，且不说饮白露茶的时尚，历史上爱秋茶的记载也不少。晚
唐一位和杜甫齐名的诗人许浑就有诗写道，“秋茶垂露细，寒菊带霜甘”，张籍也在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里提到，“秋茶莫夜余，新自作松浆”。
宋代陆游，一生爱茶、痴茶，对秋茶非常喜爱，当日“初到荣州”，就急忙“地炉堆

兽炽石炭，瓦鼎号蚓煎秋茶”。
前些年，信阳秋茶也曾大规模制作红茶，一度形成很大的势头。

“红茶制作起来比绿茶麻烦。”曾祥永说，“比如眼下炒制一斤红茶，用的青叶比
绿茶多出近一斤，花得工夫也多一倍。价格比绿茶略高，但市场很有限，我们茶企红
茶的产量基本是绿茶的十分之一。”

如何让信阳秋茶和红茶形成市场影响力？说到底，还是销路问题。

跨省联动 真情救助
上海信阳两地合力帮助智障流浪者返乡

张璐家庭：
“和”来好家风

家是什么？家是温暖的依靠,
是幸福的源泉……对于张璐而
言，家，更是努力的方向，是前进
的动力。

在商城县融媒体中心工作的
张璐，出生于一个工薪家庭，父母
爱岗敬业、与人为善，从小教导她
要自立、自律、自省、自励，这是一
份叮嘱，也是一种传承。张璐有一
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丈夫杨虎是商
城县冯店派出所指导员，夫妻俩相
濡以沫、互相尊重；儿子是一名小
学生，聪慧可爱、品学兼优。一家人
平凡又快乐、知足且上进、温馨而
和睦，在各自岗位默默努力，为文
明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家庭被评为信阳市第三届文明
家庭。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互相尊重是营造幸福家庭的
基石。张璐和家人无论是在生活
中，还是在工作中都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2013年两人的孩子出生，
但孩子小时候体质较弱经常生病。
一次孩子半夜高烧晕厥，张璐独自
抱着孩子到医院输液住院。几天
后，她也病倒了。本是最需要照顾
的时候，丈夫接二连三有紧急任务
未能抽身回家陪护。面对丈夫的愧
疚，她安慰丈夫作为守护一方安宁
的警察，就应该以“大家”为先。

彼此尊重，互相扶持，这是一
家人表达爱的方式。2018年，张璐

的父亲生病，需要到郑州做手术。
面对着妻子的担心，丈夫主动扛起
了重任，安慰道：“我带着爸妈去
吧，你留在家里。”他当即到单位请
了假，开车带着岳父岳母去到郑
州。从看病到住院，从衣食到住行，
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岳父刚做完手
术不能下地，他便照着医生的嘱
咐，不嫌脏、不嫌累，照顾得妥妥帖
帖。夫妻俩虽平日工作繁忙，但是
周末再忙，也一定会抽出时间带着
孩子去探望双方父母。

张璐和丈夫两人虽成长经历
不同，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
全一致。在工作中，两人都是“拼命
三郎”。2022年1月4日凌晨3点，张
璐还在办公室整理文明城市网传
资料，为确保167项测评内容、近千
张图片和 100余份文字准确无误，
对工作有些“执拗”的她已经连续
熬了几个夜晚。她常说：“没有经历
就不谈辛苦，没有努力就不会有收
获。”杨虎对工作也是“一根筋”，结
婚以来在家过年的次数寥寥无几，
周末休息也是没有规律。一家人仿
佛已经习惯了小两口“工作为重”
的节奏。

张璐夫妻俩是世间最平凡的
儿女，最简单的父母。他们互帮互
助，互敬互爱，用自己真诚的方式
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用纯粹
的爱心诠释幸福真谛，用平凡的举
动彰显文明内涵。

本报记者 谭台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