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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文 化 引 领 茶 消 费

阚贵元
备受全省人民关注的省“两会”已于近

日胜利闭幕， 我和陈世强董事长作为代表
和委员，有幸分别参加了这两个大会，耳闻
目睹，深受鼓舞。

这是两个肩负重要历史使命的大会。

会上我们除了因全省“十二五”宏伟发展目
标而受到振奋和鼓舞外， 还收获了一个欣
喜， 五云茶叶集团生产的龙潭牌信阳毛尖
和红茶，继年前成功入驻省城黄河迎宾馆，

成为河南省国宾接待专用茶之后， 又被省
“两会”指定为会议接待专用茶。会议期间，

大家慷慨论国事，品茶话发展，会场内外飘
溢着浓浓的茶香。 不少代表和委员品茗之
后， 纷纷建议说：“发展茶产业应同时弘扬
健康有益的茶文化，用科学提升茶产业，用
文化引领茶消费， 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
确方法。”

茶文化也是市场竞争力
单纯的种茶和饮茶并不等于就是茶文

化，只有把饮茶当成一种精神享受，在饮茶
过程中产生一系列文化现象， 这才体现出
茶文化的意蕴和魅力。数千年的文化传承，

使许多华夏文明奇妙地融化在茶香之中。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最
宜精行俭德之人”。唐代韦应物的茶诗《喜
园中茶生》也提出“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
烦”，“此物性灵味”，“得与幽人言”。清代的
郑板桥则“只和高人入茗杯”。古人常把茶
品、人品相提并论。以至人们在生活中，视
茶为文明的象征， 精神的化身， 友谊的桥
梁，艺术的享受。茶文化不是商品，但它却
有着重要的消费导向作用， 这种导向源于
人们对理想、道德、文明的社会生活不断追
求的理念， 所以它赋予茶产品强大的市场
竞争力。

从古至今， 茶文化都被各阶层人物所
接受。古人把饮茶称作“艺”，称作“道”，看
作是修身养性的一种雅行； 现代人们则把
茶文化看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饮茶不仅可以体味大自然的造化神奇，

更可以领略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 进而协
调推进现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建设。茶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说明它能
够与时代同发展，为人民所接受，有着自己
独特的存在价值。它的与时俱进性，内涵的
包容性，注定了它的社会持久性。是不是可
以这样说， 茶行业的真正竞争力是它的茶
文化， 因为茶文化为茶行业的市场拓展提
供了不可替代的内在保证。

现代茶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弘扬进步的茶文化， 就是要倡导健康

有益的消费导向， 使人们通过饮茶不仅有
益身心健康，更有益于精神陶冶，进而不断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然而，由于现在饮品市场的多元化，茶
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受到急
功近利意识的挑战，表现为两种极端。一种
是把茶文化看作万能， 声称要用茶文化指
导生产，解决茶产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另
一种是少数地方新兴的一种“文盲营销”方
式，声称茶叶仅是一种生活饮品，没有什么
文化积淀， 在营销中能让消费者知晓怎样
泡饮就行了。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是误导，

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 不可能
解决茶产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 但我们也
不能说在饮茶中没有文化现象存在。 还有
外来洋文化的挑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提升，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华人将茶
文化带向世界， 洋人也将洋文化带入我们
国内，因而形成了竞争和碰撞。于是有人就
说，英国的立顿茶有什么文化？可立顿全球
销量第一！英国立顿属于快消品，与中国的
茶叶有着区域性区别和传统文化的区别，

于是在我们的少数茶企内， 领导只是以茶
文化建设为噱头，极力效仿，实际上不但没
有起到效果， 而且把真正可利用的中国传
统茶文化给丢掉了。

以茶文化宣传引导消费趋势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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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人们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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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喝
可乐， 现在喝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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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就是喝茶，人
们给饮茶赋予了更多的社会符号———即喝
茶消费的时尚化。 目前中国净饮茶人口为

2.6

亿人，毋庸置疑，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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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最大的绿
色饮品。 以茶文化引导茶消费将成为现代
茶叶消费模式的新概念。 以茶文化引导茶
消费不只是一个口号， 要以宣传茶文化为
载体，让企业茶文化理念根植人心，才能让
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由需求变为主动寻求。

针对这一点， 第一， 我们要深挖茶文化内
涵，将茶文化与现在养生生活、修身养性，

构建和谐联系起来；第二，我们还要利用茶
叶节、茶博会、招商会、展销会等大型社会
公关营销活动，宣传企业文化，拓宽企业营
销渠道，以茶为媒，让品牌走向世界，走进
世界人心中。近年来，五云茶叶集团每年都
举办一期至两期五云茶叶论坛，请陈宗懋、

洪昭光等一大批院士和国内知名茶叶专家
前来讲学；连续多次在茶叶节期间冠名“龙
潭之夜” 大型文艺晚会， 举办大型茶艺表
演，宣传我们的企业精神和文化；每年都投
入大量资金， 开展社会捐赠和回报社会等
活动， 使茶文化在我们企业内部不断得到
了创新和升华。

“信阳红风暴”为五云茶叶集团创造了成功
的经验

去年金秋时节， 一场名为“信阳红风
暴”的红茶推介活动席卷神州大地。“风暴”

所过之处，信阳红茶处处飘香，红动信阳，

红动郑州，红动京华，红动全国数百个大中
城市的街头。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信阳红
茶的销量就达到数十万公斤，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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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
元。信阳红茶作为新派红茶的代表，一举震
动业界，轰动全国，给信阳茶产业带来了巨
大活力。

回顾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 固然有许
多新鲜经验值得总结，但我个人认为，把营
销和茶文化宣传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了正
确的消费导向， 是这次活动最基本的经验
之一。众所周知，信阳过去多做绿茶，不做
红茶，这次绿与红的嬗变，无疑是信阳茶产
业的一次红色革命， 在业界和消费者中引
起了强烈反响。 为了让人们迅速了解并接
受这次变革， 我们在宣传方式上实行了多
形式覆盖， 采取平面媒体和声屏媒体相结
合、固定广告和流动广告相结合、基础宣传

和高层次宣传相结合、 建设销售网点和举
办产品推介活动相结合等方法，全方位、多
层次进行宣传。从去年

10

月份到年底，仅五
云茶叶集团就在各媒体发表专稿、专版、专
题、专论等稿件近百篇（幅），营造了浓厚的
信阳红茶消费氛围。在宣传内容上，我们也
进行了精心策划。 从信阳红茶产生的原因
及条件， 到信阳红茶的质量保证和管理体
系；从信阳红茶的保管和饮用知识，到信阳
红茶的保健原理；从信阳红茶的品质特点，

再到与其他红茶的基本区别， 形成了一整
套比较完善的红茶消费文化， 因而推广起
来比较容易为大众接受。

最值得一提的是，省、市、区领导都对
这次信阳红茶宣传给予了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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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信阳红风暴” 北京王府
井活动周拉开了帷幕，市委书记王铁、市长
郭瑞民身披“龙潭牌信阳红欢迎您”的大红
授带，做起了“龙潭信阳红”的推销员，“来，

先生， 您好好看一看， 这是我们信阳出的
‘龙潭信阳红’，您买一盒回家尝尝吧，今天
有优惠活动， 买一送一。”“这位老大爷，信
阳红茶好，养颜、养胃、养生，是正宗的天然
健康饮品，带两盒回家吧，今天做活动，买
一盒再送您一盒。” 他们既介绍产品质量，

又介绍健康饮用知识，把红茶的养生文化、

时尚文化和茶文化宣传很好结合起来，因
而引起了消费者的极大兴趣， 连一些外国
客人听了，也竖起大拇指称赞。

茶文化也要创新并赋予新的内涵
信阳五云茶叶集团历来十分重视企

业文化建设和茶文化的推广工作，用科技
提升茶产业，用文化引领茶消费是我们一
贯奉行的理念。茶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是
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弘扬茶文化需要加
强企业文化建设，而企业文化建设中又离
不了弘扬健康有益的茶文化。特别是在市
场经济中，我们不应把茶仅视为纯物质的
商品，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
茶文化，从而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价
值观。

首先，要创新观念。茶文化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也要与时俱进，成为促进社会和谐
的力量。中国过去的茶文化，大体属于上流
社会的文化，老百姓掌握和享用的不多。社
会发展进步到今天， 我们不能再去搞特权
文化，要逐步使其大众化，大众才是消费的
主体。去年我们在红茶的生产和宣传中，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全员培训， 要求每个员工
都要知红茶，懂红茶，熟悉红茶品饮和保健
知识， 使红茶文化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全员
普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后我们将加强
这方面的培训， 由绿茶到红茶再到其他茶
类，由种茶到饮茶再到吃茶，由员工到茶农
再到社会， 把信阳的茶文化建设建立在深
厚的群众基础之上。

其次，要创新载体。五云茶叶集团正在
兴建的信阳国际茶城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
交易市场， 也是一个传承茶文化的重要平
台； 陆羽茶文化旅游公司一方面要拓展业
务，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组织多形式的亲茶
旅游，提升信阳茶都形象；新成立的五云茶
叶研究院要把有关茶文化的研究摆到重要
位置，要把对外交流，传播茶文化，作为其
重要职能之一。

再次，要创新机制。鼓励企业员工立足
本职岗位，学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学
做人、学做事，在企业内部形成让优秀的文
化元素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良好机制。

年末岁初， 网上不断热议着信阳作为
迁都候选城市的消息， 这个消息无论是真
是假，都令信阳人感到兴奋。涵养一座城市
不仅需要经济做支撑，更需要文化做底色，

信阳的文化底色是什么？ 毫无疑问是具有
深厚历史积淀的茶文化。 就在这次省“两
会”召开期间，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与河南
弘昌集团（五云茶叶集团）在郑州签署了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 该行将为五云茶叶集团
提供优质高效的融资、结算、理财等金融服
务， 并承诺在未来几年内提供

30

亿元金融
支持，重点扶持五云茶叶集团发展。让我们
在浓烈的茶香中迎接又一个春天， 拥抱崭
新的未来。

（作者系河南省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
代表，信阳五云茶叶集团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