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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上午，

2013

中国（信阳）国

际茶业博览会在百花会展中心隆重开

幕。 来自日本、越南、斯里兰卡和我国福

建、湖北、安徽、浙江、上海、北京、台湾等

地

220

余家茶商、茶企、茶组织，近

2000

位客商和代表汇聚信阳， 成为博览会的

主角。 图为外商与信阳茶企负责人交流

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关心亮 摄

本届茶文化节招商引资洽谈暨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共签约合同项目 73个，投资总额 178.5亿元

本报讯（记者 卢小龙）芳菲四月，茶叶飘香。

4

月

28

日下午，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招商引资洽

谈暨项目签约仪式在市行政中心举行。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河南省茶叶协会会长王勇，

河南省国资委巡视员、党委委员鲁新成，河南省国有资

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鲁豫， 市委书记郭瑞民，

市长乔新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鸣，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方波，市人大常委副主任高曙霞，市政府副市长

张明春，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李正军，市政协副

主席周保林，固始县县长曲尚英出席签约仪式并鉴签。

王勇、乔新江分别致辞。 冯鸣主持签约仪式。

乔新江在致辞中代表信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向出席签约仪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 他说，开放合作始终是信阳推动科学

发展的强大引擎。 近年来，信阳积极抢抓中原经济区建

设和沿海产业加速转移的重大机遇，不断扩大信阳国际

茶文化节的影响，充分发挥“四条通道”和“一个纽带”的

优势，大力开展“四一”招商行动，全面营造亲商、安商、

重商、富商环境，开放合作的载体更趋完善，条件更趋成

熟，产业支撑条件和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劳动力、资源、

土地等生产要素和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已具备大规模

承接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和条件，成为中部地区承接产

业转移合作的重要基地。 在新一轮的竞争发展中，信阳

要勇当中原经济区建设前锋，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

广大致力于开拓中部市场企业家的广泛参与、密切合作

和鼎力支持。 信阳将坚持用开放的理念迎接合作，用发

展的理念推进合作，用共赢的理念深化合作，全方位提

供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环境、一流的保障，确保项目早落

地、早开工、早投产、早收益。 我们真诚期盼与各位嘉宾

和新老朋友携手同行、并肩奋进，借助信阳国际茶文化

节的品牌影响，共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共谱

开放合作的崭新篇章，共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王勇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河南省坚持对外开放基

本省策， 强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 持续深入开展大招

商，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

断提升，内陆开放高地初露峥嵘，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

深入推进、 郑州航空港成为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发

展先行区， 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

极。 信阳主动融入中原经济区建设圈，（下转第二版）

清风拂面来 茶香醉申城

———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3 中国 （信阳 ）国际茶业博览会开幕式侧记

最美四月天，茶香醉申城。

4

月

28

日上午，

秉承“务实、创新、节俭、高效”的理念，信阳第二

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3

中国（信阳）国际

茶业博览会在百花会展中心开幕。

今年的茶文化节开幕式让所有观众耳目一

新。整个百花会展中心广场留给了我市各类文艺表

演团队，留给了广大游客。开幕式却移至室内，在百

花会展中心时空剧院门厅举行。 活动现场，没有长

长的红毯， 没有鲜花簇拥， 没有礼花鞭炮齐鸣，简

朴、庄重、热烈，让人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

虽然形式简化，但内容却较往届更为充实、

更加贴近“茶节”主题。 本届茶文化节茶事活动

明显增多，其他活动明显减少；茶商、茶企、茶组

织明显增多，参会官员明显减少。信阳国际茶业

博览会、

2013

中国春茶产销形势分析会、 全国

茶行业社团联谊会、中国国际茶商大会，信阳国

际茶城运营启动等系列茶事活动联袂登场，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海峡

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以及日本、斯里兰卡和我国

福建、湖北、安徽、浙江、上海、北京、台湾等地

220

余家茶商、茶企、茶组织，近

2000

位客商和

代表汇聚信阳，成为本届茶文化节的主角。

对于今年的一些新举措，不少市民给出了很好

的评价，认为这样的开幕式节俭而隆重，以人为本。

而在现场，一位摄影记者也感慨，这次开幕

式不搞“花架子”，说明领导看重的是举办茶文

化节的目的而不是形式。

“整场开幕式简洁高效，我觉得从中可以看

出信阳人的工作效率以及行事风格。”一位企业

家告诉记者，“作为企业， 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政

府做事效率高，信阳让我们更有信心。 ”

“信阳城市很美，风景很美，茶节开幕式简洁

朴实，却有一种让人内心澎湃的力量。 ”来自美国

的蓝杰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热爱茶文化并在西

双版纳进行过茶研究的他希望通过此次参加茶文

化节认识更多爱喝茶的人，继续弘扬发展茶文化。

据了解， 本次茶文化节开幕式虽然简洁朴

实，但媒体关注度却很高。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

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电视台、中新社、中国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网易、河

南日报、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河南电视台等共

100

余家新闻媒体参与开幕式现场报道。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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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向 炜）滔滔淮河水，见证农专师生农桑情情

洒百年；巍巍大别山，欢呼信阳人民升本梦梦圆今天。

4

月

28

日，信阳大地阳光明媚，春花怒放。 信阳农林学院校

园内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这一天，适逢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

文化节，这一喜庆的节日，注定成为全校师生终生难忘的一天，

成为全市人民奔走相告的一天，也是全体校友充满自豪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是百年农专百年梦圆的一天！

上午

10

时

30

分，信阳农林学院成立庆典暨揭牌仪式在学

校南门广场举行。 河南省政府原副省长、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

员会顾问、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连朝，全国高校设置评

议委员会专家、陕西省教育厅原厅长胡致本，全国高校设置评

议委员会专家、湖南省委巡视组组长、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

朱俊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省教育厅副厅长任锋，省农

业厅党组成员、产业办主任马国明，省林业厅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乔大伟， 省畜牧局副局长杨文明等以及我市领导郭瑞民、乔

新江、宋效忠、高俊峰、李湘豫、焦豫汝、李水、高曙霞、曹新生、

包盛柏、周慧超等出席仪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鸣主持仪式。任锋首先宣读了教育

部批准成立信阳农林学院的文件。 接着，信阳农专校长郭长华、

信阳师范学院院长卢克平先后致辞。 郭长华在致辞中除了表达

感激之情外， 同时表示紧紧围绕服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

条主线，重点培养粮油食品、林果花卉、畜牧水产、茶叶等产业发

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努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为河南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卢克平在致

辞中则表达了希望进一步续写传统友谊，同全省高校一道，为我

省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原崛起作出更大的贡献。

胡致本在讲话中指出，信阳农林学院有着良好的设置基础，

优势十分突出。学校升格，不仅仅是办学层次的改变和校名的简

单更换，需要尽快实现专科教育向本科教育实质性转变。希望信

阳农林学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要旨，

以培养面向地方、服务三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科

学谋划学院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把信阳农林学院办成一所高水平、有特

色的应用型本科学院。

市长乔新江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信阳农林学院的成立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关心支持信阳农林学院建设的各级领导 、各位专家和各界

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信阳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 长期以来，（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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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茶交流 促进茶贸易 提升茶文化 繁荣茶经济

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3 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览会隆重开幕

来自海内外的 220 余家茶商、茶企、茶组织，近 2000 位客商和代表共襄盛会

本报讯（记者 卢小龙）正是人间四月天，茶

都信阳，胜友如云，高朋满座，茶香倾城。

4

月

28

日

上午，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3

中国

（信阳） 国际茶业博览会在百花会展中心隆重开

幕。 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和我市各界群众欢聚一堂，

共品绿色佳茗，共赏信阳胜景，共享绿色财富，共

绘美好未来。

本届茶文化节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河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河南省商

务厅、河南省供销合作社、中共信阳市委、信阳市

人民政府承办，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海峡两岸

茶业交流协会特别支持。

中纪委原常务副书记侯宗宾，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委员、 十届河南省政协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孔玉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

存，省政府副省长王铁，省政协副主席靳克文，河

南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亢崇仁， 全国高校设置评

议委员会顾问、河南省政府原副省长、省十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贾连朝， 福建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会长

张家坤，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原副主任

张祥茂，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中

国电子企业协会会长董云庭，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常务副会长王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杭州军分区原司令员梁朝清， 美国驻华公使衔参

赞辛思凯，国际茶委会执行主席佩雷斯，市委书记

郭瑞民，市长乔新江等出席开幕式。

王铁、张祥茂、张家坤分别致辞。 开幕式由王

庆主持。

王铁在致辞中说， 值此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

茶文化节暨

2013

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览会开

幕之际，受郭庚茂书记、谢伏瞻省长的委托，我谨

代表河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领

导及嘉宾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长期以

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各位领导、 海内外各界朋

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铁说，茶，历史悠久，始于神农，闻于周公，

饮于两晋，兴于大唐，盛于两宋，繁于当今。 她从远

古走到今天，以无穷的魅力播散在人间；她从神农

氏的手指间走来，悄然进入寻常百姓家；她从《茶

经》、《续茶经》的文化品读中走来，名著的传播影

响全世界，成为茶文化的不朽丰碑；她漂洋过海，

登临五洲，融入世人生活。 时今，全世界茶园面积

达到

5700

万亩， 茶产量

460

万吨，

60

多个国家种

茶，

130

多个国家的人饮茶， 世界饮茶人口近

40

亿。 中国茶园面积

3300

万亩，茶产量

174

万吨。 可

谓小小茶叶，魅力无穷，让人迷恋，让人赞叹。

我们赞美茶，因为她是自然之精灵。 “此物信

灵味，本自出山原。 ”茶，聚天地之灵气，汲万物之

精华，内质灵秀异常。 茶与宇宙五行的金、木、水、

火、土有缘。 茶，山茶科，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

物 ，从木 ；茶性发于水 ，无水不可论茶 ，好茶需好

水，从水；烹泉煮江的金、银、铜、铁器皿，从金；制

茶、复焙、煎茶必论薪火，从火；茶具多为瓷器、紫

砂，从土。 茶从五行，五行而生自然，千千万万亩茶

园用绿色秀美着山川，用身躯护卫着土地，装扮着

我们美丽的家园。

我们赞美茶，因为她是人间之西施。 《诗经》中

有 “有女如茶 ”之句 ，东坡先生有 “从来佳茗似佳

人”之赞誉，茶是西施。 绿茶好似养在深闺、天生丽

质的二八佳人，青茶则似既脱青涩、又兼稳熟的美

丽少妇， 白茶活似清新脱俗、 俊俏灵秀的天生尤

物，红茶恰似气质高雅、风韵依然的经典丽人，黑

茶更似德高望重、饱经风霜的宫中太君。 正所谓，

名茶如佳丽，未饮已倾城。

我们赞美茶，因为她是健康之良友。 一片小茶

叶，蕴含

500

多种有机化合物。 茶叶富含粗纤维和

茶多酚，富有增力、增智、增美、抗衰老、抗辐射、抗

癌症的“三增三抗”功能；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

质元素，有止渴清神、明目益思、驱困去乏之功效。

茶之品种不同，功效亦不同。 绿茶护心清肺，白茶

缓焦解虑，红茶养颜美容，青茶降脂降压，黑茶减

肥消脂。 茶既是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更是幸福健康的良药。

我们赞美茶，因为她是文化之奇葩。 茶丰富着

人们的饮食文化，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吃得有滋有味之后再坐下喝茶，茶提升了人们

生活的品质与境界；人生七雅，琴棋书画诗酒茶，

前六雅均离不开茶，茶为雅上之雅，茶是大雅。 儒

家以茶修德，佛家以茶修性，道家以茶修心，三教

归一，携茶走过了千年。 由茶引申而来的茶性、茶

道、茶德，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原茶文化多姿多彩、独具魅力，是中华文化百花

园中的一朵奇葩， 更是向外界展示中原形象的一

扇亮丽窗口。

我们赞美茶，因为她是小康之使者。 对茶乡而

言，全面建成小康，茶是致富之源、经济发展之柱、

文化繁荣之机、 社会和谐之道。 中原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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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亩 ，产量

6

万吨 ，产值近百亿元 。 （下转第二版 ）

图为省市领导共同为信阳农林学院揭牌。

本报记者 向 炜 摄

4

月

28

日晚，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向着

梦想启航》大型时代歌舞晚会举行。晚会反映了信阳改革

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果，彰显了美丽信阳精神风貌，展

望了“魅力信阳”的宏伟蓝图。 图为晚会现场。

本报记者 黄 铎 摄

信阳第二十一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3

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览会开幕现场 本报记者 秦 旭 摄

中外客商成茶博会主角

□

本报记者 杨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