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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信阳市四季香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宗学

在内蒙古茶叶界，韩宗学可谓是声名显赫。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呼和浩特市茶叶流通协会
会长， 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经营的四季香品牌茶
叶遍布内蒙古各大城市的商场、 超市并出口蒙
古和俄罗斯，还是因为他坚持道德做人、诚信做
事的优良品格和乐善好施、 乐于助人的博大情
怀。

韩宗学出生在光山县白雀镇。 白雀镇交通
便利，四通八达，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
地，素有“小汉口”之美誉。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白雀人很早就有经商的土壤和理念。白雀
镇是我市久负盛名的茶乡， 位于该镇中心的大
别山茶市自建成以来生意一直红红火火， 每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家茶企、数千人穿梭其间，

茶叶销售覆盖全国各地。面对如此繁华的茶市，

大学刚毕业的韩宗学萌生了要干一番事业的想
法， 于是在

1994

年， 韩宗学毅然辞去家乡的工
作，只身到内蒙古做茶叶生意。

草原人民自古就有喝奶茶的传统， 因此内
蒙草原有着广阔的茶叶销售市场。 敏锐的韩宗

学发现商机来了， 于是他顶风冒雪带着样品走
商户、进门店，一点一点闯市场。韩宗学深知，困
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了目标和方向。命运虽
没有赐给他财富千贯， 但却赠予他常人无法拥
有的毅力和斗志，让他学会了奋斗和坚强。记不
清有多少个风雪交加的白天， 记不清有多少个
披星戴月的夜晚，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他把一个
原来只有

3

个人苦苦支撑的小茶庄打拼成如今
拥有近

500

名员工的公司。历经风雨，百炼成钢，

今天的韩宗学已成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茶叶流
通协会会长、国家二级评茶师，知识渊博的茶博
士， 并创立了在内蒙草原赫赫有名的四季香茶
业有限公司。

创业有起点，事业无终点。

2004

年
4

月，韩宗
学代表公司回到信阳参加茶叶节。在考察家乡
茶园时， 看着被茶农们大量丢弃的老青茶，他
又敏锐地发现了能够带领乡亲发家致富的商
机。在信阳，茶农在修剪茶园时，剪下来的老青
茶被直接扔掉，甚至被焚烧，而这种被丢弃的
老青茶是做砖茶的最好原料。“创办砖茶厂，既
可以充分利用家乡的茶叶资源， 又能增加家乡
父老收入。”一个大胆的双赢计划在韩宗学脑海

中产生。

2005

年，韩宗学回乡创业。他斥资
1000

万元
成立了信阳市四季香茶业有限公司。 在他的出
生地白雀园镇枣岗村建起了一个占地面积

50

亩
的砖茶厂， 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 办公楼面积
1500

平方米，解决村民就业
233

人。该公司如今
有茶学本科专业技术人员

5

人，大专毕业生
8

人，

高级评茶师
2

人。 该公司充分利用信阳茶叶资
源，以茶农们废弃的老青茶为原料，变废为宝，

主要生产砖茶等多个产品， 利用呼和浩特市四
季茶庄营销渠道，进一步拉长了茶产业链条，与
西北

400

多家大型商场、超市签订了长期供货合
同，产品远销蒙古、朝鲜、俄罗斯和国内的边疆
牧区，年产值近

4000

万元。同时，该公司还解决
少数民族职工就业

60

余人， 每年向边疆牧区少
数民族牧民捐赠砖茶

10

余吨。

2011

年四季香茶
业有限公司被信阳市政府授予“农业产业化市
重点龙头企业”。该公司生产的砖茶为茶农每亩
增收

200

元以上，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2012

年
12

月，四季香茶业有限公司被国家民委、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三部门联合授予“十二五
期间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荣誉称

号，

2013

年
2

月被市委宣传部、 市委统战部和市
民族宗教局授予“信阳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示范单位”称号。

致富不忘乡亲。

2012

年，韩宗学投资
20

万元
新挖

60

亩大塘一口， 解决了多年来家乡父老蓄
水灌溉问题。 经商成就了梦想， 富有恩惠了家
乡。韩宗学常年奔波在边疆与家乡之间，不仅把
信阳茶销到了边疆和国外市场， 也使家乡原来
一文不值的老青茶变废为宝， 为一方富庶尽心
尽力， 展示了一个新时代茶人身上宝贵品质。

2012

年
11

月，韩宗学被授予光山县首届“情系光
山十大人物”称号。

如今， 韩宗学的四季香茶业有限公司已经
有了完善的市场销售网络，在呼和浩特、包头、

鄂尔多斯、临河、集宁、锡林浩特、通辽、赤峰、乌
鲁木齐、西宁、兰州、西安、西藏均设有销售处，

在满洲里和二连浩特边贸市场有稳定的销售客
户，产品已销往蒙古、朝鲜和俄罗斯。他在把自
己人生精彩和辉煌书写在内蒙边疆一望无垠的
大草原上的同时， 又把对家乡无尽的热爱变成
助乡致富的动力， 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向着他心
中的梦想靠近。

□

本报记者金辉

新县八里畈镇大力发展茶产业

本报讯（孙晓峰余洋）机器轰
鸣，人流不息，茶农排队卖鲜叶，

10

多
辆不同型号的车辆依次停放……这是
新茶上市前在新县八里畈镇茶叶生产
公司见到的情景。 在被李德生首长亲
笔命名为“中原茶叶第一乡”的八里畈
镇，共拥有茶叶加工企业

12

家，年产干
茶

60

万公斤，产值
1.2

亿元，茶叶收入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0%

。

加强基地建设。该镇村村有茶场，

户户有茶园，共有茶叶示范基地
13

个，

生态茶园
1.6

万亩。

2012

年， 该镇又采
取引进民营企业领办、 茶叶加工企业
承办、 茶叶大户开发、 户户联动等方
式，发展新茶园

3500

亩。

膨胀企业规模。近年来，在河南
新林茶业有限公司的带动下，该镇又
筹资

3000

多万元从福建、浙江引进毛
尖加工生产线和红茶生产线，先后成

立了大地、绿源、新民、丰源等
12

家茶
叶加工企业， 引导

800

余户茶农购买
小型杀青机，茶叶生产机械化水平不
断提高。

强化服务指导。 该镇实行党政
班子成员联系企业制度， 筹建翡翠
茶贸城， 组建茶叶协会和茶叶市场
管理办公室，为企业、客商和茶农提
供优质服务。 组织企业参加信阳茶
文化节、省农业博览会等商贸活动，

拓宽销售领域，共在北京、郑州、武
汉等大中城市建立销售网点

60

余
个，培养茶叶经纪人

100

余人。同时，

发展牧业、茶叶、沼气相结合的立体
农业模式，发展生态有机茶。

茶
文
化
：

从
品
牌
文
化
到
消
费
文
化

信
阳
毛
尖
集
团
总
经
理
阚
贵
前

茶和酒都具有文化属性，

所以不少茶叶品牌或零售商多
以文化为外衣包装茶叶产品，

实现产品增值。 以文化实现品
牌增值本不为过， 但将茶文化
讲得神乎其神、 玄而又玄就有
点过了。 这样做前期可能会吸
引好奇的消费者， 但他们对产
品熟悉之后，就会产生疑问，很
难产生品牌忠诚度。 这种茶文
化是不能长久的， 是茶商一相
情愿的茶文化， 是生产者导向
的茶文化。

我们认为， 茶文化更多的
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养生文化， 是一种绿色
文化。 就像我们未来将要建立
的一个自营专卖店叫“新派茶
生活”的生活馆，有别于现在的
茶馆和茶叶店， 它倡导的是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 再比如我们
现在正发展的茶园生态旅游，

还有未来我们茶工业公司将要
生产的与茶相关的如茶能、茶
枕等产品，都是为了塑造“健康
生活方式”这一消费文化。

茶企销售不得不面对的情
况是，茶叶消费者有局限，可能
只有两种人会买： 一种是有送
礼需求的人， 另一种就是老年
人买来自己喝。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关注的问题是， 年轻人为
什么不喝茶， 怎样才能让他们
爱上喝茶。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
欢快捷、方便，讲究得是时尚。

因此， 我们公司在产品的形态
和包装及饮用方式上， 以及在
专卖店装修和企业未来的发展
道路上都在谋求转型。

最重要的是， 我们计划在
未来探索出一条真正传播茶文
化的道路———追求健康， 追求
环保，让生活慢下来，追求一种
精致生活。 这种精致生活体现
在两个层面： 一是物质层面的
变化， 主要表现为追求茶叶的
品质，如原生态、口味等；二是
精神层面，就是让生活慢下来，

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中释放出
来， 在一种非常好的环境当中
去感受茶的美好， 去仔细品味
茶内在的东西， 而不是虚拟地

脱离茶文化。这就是我们对茶文化的理解。

在过去，中国茶产业存在两个极端现象：第一个是
做最贵的茶叶，做礼品茶，这种茶是进入不了寻常百姓
家，大众也因此感受不到真正的茶文化。第二个就是做
出口茶，而这些茶都是一些品质低劣的茶叶，不能够体
现出我们中国茶的质量和茶的美好，这也影响中国的茶
文化走向世界。我们认为，中国拥有这么好的茶叶，就应
该跟更多的人分享，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播我们中国的茶
文化，让高品质、健康的中国茶叶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向
全世界。

对此， 信阳毛尖集团更关注现在年轻人喜欢怎样喝
茶，老百姓喝什么茶，就是要做大家喝起来方便、能够喝
得起的放心茶。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的一些营销模式需
要跨界，需要转型和升级。我们要把茶文化演变成一种生
活方式，让消费者在生活中感受茶文化，在茶文化中体验
生活。

将关注点从打造品牌文化到营造消费文化， 才能变
营销推力为消费拉力，整个茶产业才能做大。蛋糕做大之
后，各个茶企才有心思在提高产品品质、营造消费体验等
层面下工夫， 消费者才能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增值价
值，茶产业才有可能持续地发展壮大。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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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茶产业发展的前世今生

信阳市位于河南省南部，地处淮河上游、

大别山北麓，东邻安徽，南接湖北，承东启西，

连南贯北，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总面积
1.89

万
平方公里，辖八县两区，总人口

850

万人。信阳
市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 属亚热带向暖温带
过渡区，全市年均降雨量为

1200

毫米左右，年
平均气温

15.1℃

，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山水相
依、泉明林翠，是“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特殊
的地理位置、 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使信阳成
为我国北方边缘茶区， 是全国最大名优茶生
产大市之一。

信阳种茶始于东周，名于唐，兴于宋，盛
于清，历史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
2300

多年的历史，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唐
代茶圣陆羽在《茶经》 中评价，“淮南以光州
（今信阳）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惊叹
“淮南茶信阳第一……” 信阳是茶的故乡，茶
是信阳的象征， 信阳毛尖与西湖龙井并为中
国名优绿茶之冠，是信阳市的“金名片”。信阳
毛尖以外形细圆紧直，色泽翠绿，白毫显露，

内质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爽回甘，香气馥郁
持久而享誉海内外，屡获殊荣。

1915

年，信阳
毛尖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1958

年，信阳
毛尖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

1990

年，信阳毛尖
在全国绿茶评比中， 以最高分获得中国质量
奖金奖；

1999

年获得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金
奖；

2002

年“信阳毛尖”原产地地理标志获国
家质监总局批准；

2003

年“信阳毛尖”证明商
标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

2007

年
11

月在日本
举办的世界绿茶大会上， 信阳选送的

21

个茶
样全部获奖，夺得最高金奖

6

个，金奖
10

个，银
奖

5

个， 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宣传和高度赞
誉，蜚声海内外；

2008

年
12

月《地理标志产品

信阳毛尖》国家标准获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

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2009

年新中国
成立

60

周年前夕， 信阳毛尖茶被河南省质监
局授予“十大最具影响力地理标志产品”荣誉
称号；

2009

年
12

月，在农业部信息中心举办的
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信阳
毛尖”公用品牌以

31.7

亿元名列入选茶叶类公
用品牌价值第一名；

2010

年年初，信阳在人民
网被全国网民评为“百姓信任的产茶地”称
号；

2010

年
6

月，在中国（澳门）国际茶业博览
会上， 信阳有

10

多家茶企业产品入选最受港
澳茶客欢迎的中国茶品牌。

2012

年
4

月， 经浙
江大学

CARD

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评估，信阳毛
尖品牌价值达

46.06

亿元；

2012

年
12

月，“信阳
红”证明商标获国家工商总局批准；

2013

年年
初， 我市被人民网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
茶产地第一名。

茶产业是信阳市的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也是竞争力强、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生态产
业， 茶产业的发展一直得到了全市各级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6

年，市委、市政府立足
市情、发挥优势、广泛论证、科学决策，作出了
做大做强茶产业的规划部署， 制定并实施了
“十一五”茶产业发展规划，并出台了相关配
套政策，确保发展规划实施。近年来，全市上
下围绕信阳市茶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河
南省茶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20

），狠抓茶叶
生产基地建设，茶叶生产开发和加工经营，龙
头企业发展壮大，茶叶品牌建设与保护，市场
的开拓和宣传营销推介， 以及茶文化旅游的
开发和提升，我市茶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经济
效益逐年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竞争力明
显增强，茶文化、茶旅游发展步伐加快，宣传
推介促销效果明显， 信阳毛尖的知名度进一

步提高， 信阳作为中国茶都的城市品牌内涵
日益丰富， 茶产业呈现又快又好发展的良好
局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
前，全市茶园面积达

210

万亩，开采面积
115

万
亩，无性系面积近

45

万亩。

2012

年全市茶叶产
量达

5.2

万吨，总产值达
77.2

亿元。全市现有各
类茶场

1230

多家， 茶叶加工企业
800

余家，其
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
企业

12

家，市级龙头企业
52

家，中国茶行业百
强企业

8

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4

个，省级著名
商标

9

个，市级知名商标
18

个，中国名牌农产
品

3

个，河南省名牌农产品
6

个；有
9

家企业通
过了有机茶认证， 一大批茶叶企业产品分别
通过了

ISO9001:2000

、

QS

、

HACCP

质量体系认
证和

GAP

、

ISO14001

认证； 茶叶集贸市场
100

多个，茶馆茶楼
200

余家；行业组织迅速发展，

已经建立茶叶产业协会
10

个， 茶叶专业合作
社

480

余家；现有百万资产的茶农（大户）

470

多户，茶农近
100

万人，从业人员达
120

万人；

2012

年，茶农均收入超过
4000

元。茶叶已成为
信阳山区农民脱贫的重要收入来源， 是信阳
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一大特色亮点。茶产业
已成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有
力支撑和重要抓手， 是信阳发展特色农业经
济和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1992

年以来， 信阳市以饮誉海内外的中
国十大名茶信阳毛尖为载体， 连续成功举办
了
21

届信阳茶文化节。 从
2001

年第十届茶叶
节开始， 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河南省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升格为省级节会。

2004

年
第十二届茶叶节正式更名为中国茶都———信
阳茶文化节，扩大了办节的文化内涵。

2008

年
第十六届开始更名为中国茶都———信阳第十
六届茶文化节暨全国名优茶博览交易会，由
原来单纯的茶文化节变为“一节一会”，拓展

了办节的外延。

2010

年第十八届茶文化节更
是升格为国际茶文化节， 在办节理念和水平
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开创了信阳举办节会的
新纪元。每届（国际）茶文化节都组织了招商
引资、茶叶展销、旅游、文化娱乐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统计， 前
21

届茶文化节期间实现现货交易
金额达

110

亿元，签约经贸项目
1520

项，项目
投资总额约

1580.5

亿元。这些招商引资项目的
实施，不仅提高了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改善
了投资环境， 而且为信阳经济社会发展增添
了充足的后劲。茶节盛会期间，白立忱、张梅
颖、罗富和、陈宗兴、李德生、曹刚川、段君毅、

彭冲、王光英、费孝通、李锡铭、盛华仁、洪学
智、 张思卿、 李蒙等国家领导人莅临茶节盛
会，国家

40

多个部委和河南省委、省人大、省
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国内各主
要茶叶产销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领导和客
商，国际茶委会和国际旅游营销协会主席，联
合国粮农组织和欧盟传统饮食艺术协会代
表，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茶叶协会主席，以
及印度、斯里兰卡、土耳其、韩国、科特迪瓦等
30

余个国家的茶界专家精英和中国国际茶文
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海峡茶业交流
协会的领导及陈宗懋院士等一大批国内知
名茶叶专家学者，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俄
罗斯、加拿大、斯里兰卡、肯尼亚、新加坡、马
来西亚、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匈牙利、

波兰、荷兰、澳大利亚、希腊、埃及、哥斯达黎
加等

20

多个国家的外商及海内外侨胞、港澳
台同胞共

6

万余人光临信阳。 通过举办茶文
化节， 不仅提高了信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提升了城市品位，促进了信阳经济社会的全
面发展，而且弘扬了茶文化，带动了茶产业快
速发展。

红色土地 绿色梦想

———写在《信阳日报·茶都新闻》开栏之际
百年毛尖，千年神韵。信阳毛尖以其“外形细圆紧直，色泽

翠绿，白毫显露，内质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爽回甘，香气馥郁
持久”的独有品质特点而享誉国内外。

目前，我市涉茶县区
8

个，覆盖
128

个乡镇。全市茶园面积
已达

210

万亩，开采面积
115

万亩，年产茶叶
5.2

万吨
,

产值
77.2

亿元。 茶产业已成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有力
支撑和重要抓手， 是信阳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和农民致富的支
柱产业。

为了及时准确地宣传好市委、 市政府关于茶产业的重大
战略部署和惠民政策， 全面展示我市近年来因发展茶产业而
发生的巨大变化， 用辉煌成就鼓舞士气， 用成功经验凝聚人
心，用美好前景催人奋进，更好地服务于茶企、茶商、茶农，服
务于茶叶经济，我社在喜迎建党

92

周年之际，与市政府茶办在
本报联合开办《茶都新闻》专版，从新阶段新形势出发，展示全
市茶产业的新进展、新突破、新成就，凝聚起创新超越、奋勇前
行的力量，为实现中原梦、茶人梦而努力奋斗！

信阳日报茶都新闻部
2013

年
6

月
19

日

□

夏国忠张杰磊

百年龙潭盛世享 京城茶韵动全球

信阳毛尖集团龙潭茶推介会即将在京举行
本报讯（关嫦卿） 伴随着

“神十飞天” 的喜悦和希望，

2013

年河南信阳毛尖集团龙潭
茶推介会将于

6

月
20

日起在京
举行。

据悉， 此次盛会从
6

月
20

日
至
6

月
23

日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
幕，信阳毛尖集团龙潭茶叶公司
将重磅推出龙潭茶系列招商推
介活动。

2013

北京国际茶业展以“打
造世界高端茶业盛会、汇聚全球
茶叶精品”为主题。

活动将吸引
300

余家参展商
参会，邀请印度、斯里兰卡、肯尼
亚、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马
来西亚、日本、孟加拉、德国、意
大利、越南等十余个产茶国家参
展。

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旗下信
阳市龙潭茶叶公司此次携带名
优龙潭信阳红、中国十大名茶龙
潭茶系列等代表河南特色茶亮
相北京国际茶业展，届时将以形
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龙潭茶叶
展览”、“小茶人逛茶展赠茶”、

“免费品茶奉茶”、富有河南文化
气息的“茶艺表演”、“龙潭茶推
介会”等系列茶事活动，吸引客
商和各地茶人共品龙潭茶，共谋
发展路。

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
司（原五云茶叶集团）是一家集
茶叶种植、加工、销售、商贸物

流、研发、茶文化旅游、茶叶深
加工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型集
团化公司， 公司目前拥有生态
茶园基地

35

万亩，总资产近
100

亿元。 目前有“龙潭”、“五云
山”、“陆羽” 三个著名品牌，其
中“龙潭”牌商标是中国驰名商
标， 拥有十余个茶叶标准化精
制加工厂和日制现代化生产
线，拥有茶叶、茶油、茶食品、茶
饮料等销售业务板块。 集团旗
下龙潭茶叶于

2002

年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标准体
系认证；

2003

年通过有机茶认
证；

2005

年通过
QS

茶叶质量安
全认证；

2006

年通过
HACCP

食
品质量科学管理体系认证；

2006

年
10

月通过企业标准化良
好行为验收， 达到国家

AAA

级
水平。去年，农业部与卫生部联
合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

GB2763-2012

）， 对茶叶生产
企业的要求更是严格， “龙潭
茶”经过严格的自检后，由英国
川宁公司委托国际一流欧盟茶
叶安全检测机构进行送样检
验，顺利取得合格报告。

据龙潭茶叶公司负责人介
绍，“在龙潭茶新品推介会上，

安溪铁观音、白毫银针、洞庭碧
螺春等系列茶产品将闪亮登
场，届时会给消费者和茶商意外
惊喜。”

近年来， 我市
茶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 各大茶企不断
推陈出新， 拉长经
济链条， 取得了丰
硕成果。 图为我市
四季香茶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工艺砖
茶。

本报记者
吴晶摄

九龙
戏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