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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红

信阳毛尖集团从
2009

年开始，对河区部分乡镇的
70

万亩茶园进行土地流转工作。截
至目前，已流转包括董家河镇、河港镇、谭家河乡、十三里桥乡、游河乡等六个乡镇的

70

个村，总计流转茶园
70

万亩，涉及农户已达
4

万余户，有效地改善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促
进了农民增收。图为该集团技术人员正在对农户茶园进行现场测量时的情景。

关嫦卿摄

豫台合作 共谋发展

台湾茶商来我市考察调研
本报讯（张杰磊）随着海峡

两岸经济的迅猛发展， 茶产业、

茶文化的日益昌隆，台湾与内地
在茶方面的交流合作更加密切，

形成了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

7

月
7

日至
8

日，台湾农会、茶行业
协会组织、茶叶生产经销企业组
团，在台湾茶商业同业公会联合
会理事长吕志强的带领下，一行
47

人前来信阳国际茶城进行入
驻考察，寻求合作。

7

日上午， 信阳国际茶城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军、

副总经理谌勇召开了台湾茶企
招商推介会，向前来考察的台湾
来宾详细地介绍了信阳国际茶
城的运营现状、 未来的发展方
向及台湾茶企入驻优惠政策
等。通过推介会，考察团一行对
信阳国际茶城有了初步了解，

对信阳国际茶城的建设、 运营
表示了高度认可， 纷纷向信阳
国际茶城负责人咨询有关问
题。随后，考察团一行深入项目
地，实地参观、考察了信阳国际
茶城客服中心、一号楼河南馆、

茶配套文创商城、贵州馆、台湾
馆等，深入了解了市场建设、茶
企入驻经营情况。

7

日下午， 信阳国际茶城在

信阳毛尖集团二楼会议室举行
了茶业产制销论谈会。信阳市台
办副主任袁中海、市茶办副主任
夏国宗、茶叶专家张久谦出席了
论谈会，李建军、谌勇、世界茶圣
陆羽后裔第

55

代传人陆建国先
生及台湾来宾参加了论坛。会议
由李建军主持，袁中海介绍了信
阳市情，夏国宗介绍了信阳市茶
产业发展现状，张久谦介绍了信
阳茶的种植、加工等。论谈会上，

信阳与台湾双方就茶的制造、烘
焙、品鉴方式、茶产业的深度开
发等方面进行了相互交流、学
习，旨在共同促进信阳与台湾两
地茶产业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
提升，实现两地茶产业资源的共
享。会后，袁中海赠送给吕志强
一副具有代表意义的陆建国书
法，对方也回敬了台湾“吊桥头”

礼品茶。

7

月
8

日，台湾考察团一行参
观了信阳毛尖集团、 卢氏茶叶
集团、 集云山信阳毛尖集团的
茶叶生产基地。据了解，此次考
察团对信阳国际茶城的前景十
分看好，考察中，随团的十余家
台湾茶企已与国际茶城签订了
入驻协议， 不久将入驻信阳国
际茶城。

柳林乡强力推进茶产业发展打造经济支柱

本报讯（通讯员万心亮） 近年
来，河区柳林乡坚持走“市场化、产
业化、规模化”经营的路子，按照做优、

做大、做强的原则，强力推进茶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 茶产业已成为该乡强农
富民的一项支柱产业、生态产业。

一是找准“切入点”，营造茶产业
发展氛围。 该乡成立了茶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设立茶产业办公室和服务站，

充分发挥组织、 引导、 服务“三大作
用”，通过广泛宣传和种茶大户的典型
示范，使广大茶农真正明白了政策，看

到了效益，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

全乡上下“务茶事”、“兴茶业”的氛围
日益浓厚。

二是抓住“关键点”，夯实茶产业发
展基础。该乡紧紧抓住茶产业基地建设不
放松，采取宣传鼓动、政策推动、龙头带
动、责任促动等形式，以点带面，支持大户
发展，带动小户参与，在全乡掀起发展高
标准茶产业基地的热潮，涌现出龙嘴桃花
寨、塘埂青石岭、红檀茶业等一批千亩连
片的茶叶基地， 全乡茶园面积已达

1.5

万
余亩。

三是选好“落脚点”，做实茶产
业发展文章。 该乡制定了茶产业发
展规划，通过邀请专家培训、举办手
工炒茶比赛等多种形式搭建平台，

提高茶农的茶叶生产意识和技术水
平； 引导茶业经营种植大户成立茶
叶专业合作社，着力扶植粒粒香、红
檀茶业、青石岭、桃花寨等几家具有
较强实力和带动力的龙头企业，推
行“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产
业运作模式，形成“小规模、大群体”

产业化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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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区多举措推动茶产业快速发展
以生态理念、食品标准、科技创新发展茶产业

本报讯（记者吴京）日前，记者从河
区春茶生产总结大会上了解到， 河区采取
多项措施推动茶产业快速发展。

以敬畏之心对待茶产业。小茶叶大产业，

小小的茶叶让河区
30

万茶农解决了温饱问
题，让一部分带头人发家致富，带动该区整个
经济的发展。发展茶产业，所有茶人都应怀有
敬畏之心， 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保护好信阳毛
尖、信阳红的名誉。

以生态理念发展茶产业， 建设生态秀美
宜居茶乡。 该区把生态化作为茶产业的生存
之基、发展之本，坚持以生态化的思维抓茶产
业发展，注重保护环境，建立优质、高产、高
效、生态、安全的茶园，促进中原经济区三化
协调发展。 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产
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三品一
标”工作，对成功申报茶叶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产品、有机食品的企业给予奖励。并严禁开

山种茶、 毁林种茶和在坡度
25

度以上山坡种
茶。提倡和鼓励茶园套种花木，林茶间作，鼓励
栽种名贵树木。加强茶园管理，以幼龄茶园管
理为重点，加强茶园除草、修剪、病虫害防治、

肥水等田间管理。支持创建茶叶标准园，建立
人工立体茶园生态系统，集成推广茶园平衡施
肥、病虫害统防统治、茶园防冻抗旱等技术，提
高经济效益。开展生态示范区、镇、村建设，建
成环南湾湖茶园生态示范带，实现“生态茶乡，

秀美河”建设目标。

以食品标准规范茶产业，打造全国涉茶著
名安全品牌。 该区全力推进茶叶标准化生产，

实施从茶叶采摘到茶产品整个过程的茶叶质
量监控， 制定相关茶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逐
步建立和完善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加快
建设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定期和不定期对
种植大户、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企业的茶园、

茶叶成品等进行抽样检测，凡在抽样检测中不

合格的，坚决责令其限期整改，维护信阳毛尖
和信阳红茶的清誉。

以科技创新推动茶产业， 提升茶叶贡献
率。该区一是加大培训力度，让广大茶农、茶企
业成为科学种茶、科学制茶、文化制茶的行家。

同时加大生态茶园建设、科学种茶、标准化加
工方面的培训力度。二是加快企业、合作社技
术改造，建立高标准的茶叶加工厂。从厂房、机
械、生产流程进行统一规划，实现河茶的标
准化加工。三是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产
品包装上使用自有标志或者条码技术，建立产
品质量追溯系统。

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应用，争创全国第一茶
叶区域公用品牌。 该区进一步加强品牌管理，

严格执行信阳毛尖和信阳红茶地理标志使用
办法，加强对获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的经营者
的监督管理。鼓励茶企业和茶叶专业合作社走
出去，闯市场，跑营销，建立起以信阳毛尖和信

阳红茶为母品牌，各个企业、合作社品牌为子
品牌的双品牌营销宣传队伍， 倡导诚信经营，

规范茶叶包装标识，市场推广一体化，强化信
阳毛尖、信阳红茶的品牌保护，争创全国第一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挖掘建立茶文化体系， 建设涉茶生态体
验游首选地。 该区依托丰富的茶文化历史资
源和人文资源， 深入系统地挖掘民间茶文化
和文人茶文化，总结信阳毛尖、信阳红冲泡技
艺，研究开发信阳毛尖、信阳红独特的泡茶用
具，搜集、编写茶散文、茶歌舞、茶传说，不断
丰富茶文化。持续开展“茶文化进校园”活动，

营造出小学生学茶艺、董茶史、知茶情的浓厚
氛围。把发展茶产业与茶旅游、茶文化结合起
来，围绕茶山风情，推动以观光、旅游、体验为
主的旅游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以旅游带
茶叶，以茶叶促旅游”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茶
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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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彭延斌）近年来，河
区谭家河乡秉承“小茶叶大民生、小
茶叶大产业、小茶叶大文章、小茶叶
大形象”理念，在大力发展茶产业的
同时， 重视和完善茶叶专业市场的
配套建设，倾力满足广大茶农、茶商
的交易需求，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再回首， 风生水起。 该乡秉承
“小茶叶大民生、 小茶叶大产业、小
茶叶大文章、 小茶叶大形象” 的理
念，以茶历史之韵，茶文化之魂，茶
山碧水之秀、茶乡文明之风等资源、

区位、生态、环境等优势，广泛地开
展以茶招商，以商促茶，以茶富农活
动，切实打造投资兴业热土乡，着力
建设标准化、规范化茶叶专业市场。

2009

年，该乡通过招商引资活动，在
凌岗村建设“信南茶城”茶叶专业市
场， 着力填补该乡茶产业链有茶无
专业市场的空白，倾力满足茶农、茶
商交易的需求。

看现在，活力四射。该乡积极
邀请信阳市设计院作出综合建设
规划，通过区规划局、区交通局、区
环保局等

7

家职能部门综合评审，

2010

年，“信南茶城” 按照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统一调地、统一管
理、 统一施工的原则进行建设，占
地

35

亩，总投资
3000

万元的“信南
茶城” 一期工程已建成

50

套商铺，

场内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一应俱全，

绿化、亮化、美化、硬化、净化一步
到位， 于

2012

年春上投入使用。
河区以环湖路百里茶廊为纽带、以
一个个茶产业建设基地、 市场、品
牌、研发、人文、风情、旅游等亮点
为“珍珠”，着力打造“珍珠链”式茶
产业集群，“信南茶城”成功地成为
“珍珠链” 式茶产业集群中的一颗
璀璨夺目“珍珠”。目前，入户商铺
40

余户，

1

个茶叶公司，

5

个茶叶合
作社，

2

个茶叶注册商标，

10

多家茶
叶加工厂。在春茶上市期间，该乡
对专业市场进行归行划市，分类经
营，抽调公安、工商、市场服务等部
门工作人员和乡干部职工在市场
值班，乡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靠前
指挥，全力维持井然有序的经营秩
序， 抓好优质一流的公共服务，积
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文
明诚信的经营氛围， 在市场进行交易的茶农和茶商对该乡的
做法都有口皆碑。据了解，在春茶生产期间，该乡吸纳周边

6

个
乡镇的青凋（鲜叶）在市场交易，平均日交易春茶鲜叶

20000

斤，累计交易额达
8000

余万元，全乡主次干道的交通和卫生得
到空前的改善和提升。

展未来，春潮涌动。该乡将抢抓区“珍珠链”式茶产业集群
和环南湾湖

3A

级生态茶旅游景区项目之机遇， 加大投入力度，

着力打造成集茶艺表演、茶叶销售、茶叶机械制造、茶叶生产加
工、旅游休闲、商务住宿一体化服务的信南茶城，集中展示谭家
河乡魅力茶乡和茶产业发展的整体风采。该乡计划在下半年，投
资
4000

万元，建设占地
40

亩，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的信南茶城
二期项目，待二期项目竣工后，将云集全乡所有的大山茶企业入
驻，“天平山”、“连龙山”、“针针香”、“天堂御叶”、“溢朋” 等绿茶
品牌，将林立呈现，琳琅满目，争奇斗艳，同时，依托山水相依的
环湖路和万亩生态茶园景观长廊，着力发展茶旅游，延伸茶产业
链，增加茶产业附加值，提高茶农收入。


河
港
镇
精
心
打
造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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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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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以丽）近年来，河区河港
镇结合辖区实际，采取有效措施，精心打造市
茶产业示范核心区， 逐步形成以茶叶生产为
基础，以制作、加工为主体，以销售、茶文化旅
游为引领的三大产业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老茶树泛新香， 提炼传统品牌的核心竞
争力。该镇立足名茶基地及品牌优势，抢抓机
遇，勇于创新，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积
极引导黑龙潭、白龙潭、何家寨等传统的知名
茶叶种植区向绿色、有机、高端生态的方向发
展，建设

2

万亩精品茶示范区，制定了严格的
茶园管理制度，坚持实行茶树良种化、种植生
态化、治病无公害化等“三化”管理，并从茶
叶的采摘、储存、销售等方面形成标准的溯源
体系， 进行全方位探索总结并形成成果在全
镇推广，用优质茶叶产品保障品牌的声誉，促
进茶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多角度寻突破， 扩大茶叶市场的区位辐
射力。该镇一是建镇内交易市场先行。借助各
方力量，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积极
兴建陆羽茶文化新村、红茶炒制一条街、何家
寨鲜叶交易市场等

12

处茶叶交易场所， 吸引
商户来河港生产并经营茶叶。 让茶农出售
鲜叶更方便，使茶商规模收购更快捷。二是拓
省内外渠道并进。着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一线城市建立信阳毛尖经营联络点，在郑州、

武汉、洛阳等周边城市建立销售点，鼓励和奖
励茶叶经纪人利用人脉资源，打开渠道，站稳
销售市场脚跟。三是实现网络市场突破。组织
相关技术人员下乡进村， 帮助干茶生产大户
建网店， 缩短销售路径， 构建一站式销售模
式。目前，该镇已在全国各地开设毛尖销售点
200

余处，创建网店
50

余家。

广合作育品牌， 突出茶产业的交流带动
力。 该镇一是为提高河港茶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服务好五云、文新、龙诸春等公司；通过
“公司

+

农户”、“合作社
+

农户”等方式着力培
育壮大两潭茶业、德茗茶叶、黑龙潭林茶公司
等茶叶生产本土企业， 带动全镇茶农规模生
产，并在红绿茶的生产标准、加工工艺、技术
规范、品牌包装等方面提供服务。二是不断扩
大河港茶叶品牌知名度。 以活动交流为契
机，即将举办第二届红茶品鉴会，成功与“湖
北省茶叶第一镇” 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五山

镇签约友好协作乡镇，促进了茶产业跨省域交流与合作，创新了发
展思路，提升了发展水平。大力鼓励辖区内茶企业参加全市乃至全
省全国的交流、评比和展销活动，实现品牌、产品、茶文化的良性互
动和优化组合。

借优势推旅游，提升茶乡特色的文化吸引力。该镇把引人入胜
的茶乡风情同红色文化结合起来，将黑龙潭、白龙潭、何家寨、仙女
潭、白庙村部银杏树、四望山等作为重要旅游景点打造，开辟以茶
园观光、茶叶现场制作、品茶购茶为主的体闲体验游，促进了茶产
品的销售， 提升了旅游内涵， 把河港打造成河区茶产业集群
“珍珠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纠正关于喝茶的“科学”说法

关于喝茶与消化吸收，有很多传说。有人
说，茶对营养素吸收不利，会让人贫血，其中
咖啡因还会引起缺钙，孕妇、哺乳期妇女和经
期女性不能喝。但同时也有人说，喝茶能补充
矿物质， 让人骨质结实， 不容易患上骨质疏
松。有人说，红茶能暖胃，普洱茶能帮助消化。

还有人说，胃肠消化功能不好的人不能喝茶，

咖啡因对胃有刺激。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呢？

先说茶与矿物质吸收。 从流行病学和人
体试验来看， 目前并未发现喝茶会带来钙、

铜、铁、锰、锌缺乏的问题，即便在矿物质摄入
不足的人当中， 结果也一样。 从代谢研究来
看，也未发现饮茶会显著影响粪便、尿液中的
矿物质排出量。研究发现，摄入红茶提取物或
喝浓茶可能降低铁的吸收率。不过研究证明，

用茶来替代每日饮水时， 并不会影响到铁的
利用率， 只有在把铁补充剂放在茶水里一起
饮用的时候， 或者是把富含铁的食物和茶同
食的时候，才表现出降低铁吸收率的效果。在
各种茶当中， 降低铁吸收率的效果以红茶最
强， 绿茶和花茶略弱一些， 效果与直接服用
EGCG

（茶多酚的主要成分之一）晶体相似。研
究者认为， 抑制铁利用的效果与茶中所含多
酚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有密切关系。

研究证据表明， 茶完全不影响铁的肠道
吸收，只是在直接遇到铁的时候，茶里的多酚
类物质和铁形成复合物， 而这些复合物吸收
率很低。而且，这些铁必须是“非血红素铁”才

会受到茶的影响，添加维生素
C

可以部分消除
这种负面效果。 鱼肉类食品中含的是血红素
铁，铁是被保护起来的状态，它们的吸收率就
完全不受茶中各种成分的影响了。

除了多酚类物质之外， 另外一个影响矿
物质吸收的因素是茶里面的草酸。 比如有种
说法，如果把牛奶加入到茶里，做成真正的奶
茶， 那么牛奶里的钙会有一部分被草酸结合
而无法吸收。这据说就是“牛奶不能和茶一起
喝”的理论基础。

这个禁忌听起来似乎挺科学， 但根本经
不住细究。这是因为，与蔬菜相比，茶并不是
草酸的主要来源。沏一杯茶，也就需要

1～2

克
茶叶（多数人情况），其中草酸最多不过

12

毫
克，损失钙的量也只有

12

毫克。然而，半杯牛
奶（

100

克）就含有
100～120

毫克的钙，即便损
失

12

毫克，也只是十分之一而已，无需担心，

更不可能像某些禁忌书上写的那样， 会造成
“骨质疏松”的后果。

多项研究证明， 无论是红茶还是绿茶，饮
茶的习惯都有利于提高骨矿物质密度。其中的
咖啡因成分虽然会促进钙从尿中流失，但茶里
面的咖啡因含量并不高， 即便红茶也只有

30～

45

毫克
/

杯， 其中还有更多的物质有利于减少
钙的流失，包括其中的氟元素，植物雌激素类
物质，以及丰富的钾元素。一项地中海地区的
现况研究证明，有饮用红茶习惯的

50

岁以上男
女，臀部骨折的风险比不饮茶者低

30%

。

动物研究发现， 在切除卵巢的雌性大鼠
（模仿卵巢功能下降而绝经的人类女性） 中，

灌胃热红茶液能提高其体内雌二醇的水平，

同时帮助预防其骨质密度的下降。 茶中的类
黄酮和木酚素等物质均有植物雌激素活性，

它们促进成骨细胞的生成，减少骨质重吸收。

所以，可以这样总结，按现有研究证据，

只要膳食中铁的供应充足， 特别是有富含血
红素铁的食物，喝茶是不会导致贫血的。没有
发现喝茶习惯和贫血发生之间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看到经期就完全不能喝茶的证据。而
喝茶有益于骨骼，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事实。

然后再来看看， 茶对胃肠功能有什么影
响。

目前研究发现， 红茶提取物有抗溃疡效
果， 对阿司匹林等药物和酒精引起的溃疡有
促进愈合的作用。 茶的提取物还能调控胃酸
的分泌，促进胃动力。还有研究发现，包括红
茶、绿茶、普洱茶，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喝红
茶能降低消化道中的有害细菌， 比如金黄色
葡萄球菌，而喝中国茶较多的人当中，幽门螺
杆菌的感染率明显降低。

有研究证明红茶提取物在动物实验当中
具有抗腹泻的效应， 有调节肠黏膜细胞通透
性的作用。 还有研究提示茶提取物对肠道菌
群平衡可能有所帮助。 在药物引发结肠炎的
动物模型当中， 从红茶中提取的茶红素具有
预防腹泻和减少结肠结构损伤的作用。 研究
者认为红茶对肠道炎症的保护作用可能是由
于调控一氧化氮形成、 调节细胞因子以及抗
氧化作用等机制。

可见，红茶对肠胃有益的说法，并非空穴

来风。肠胃功能改善之后，对各种营养物质的
消化吸收能力都会增强， 即便茶本身所含多
酚类物质能结合少量的蛋白质和铁， 整体效
果来说，仍然有助于改善人体的营养状况。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那些传播“茶和牛奶不
能一起喝”“茶鸡蛋不能吃”“吃饭不能喝茶”“女
性不能喝茶”之类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茶的好处甚多。用餐时喝一杯茶不
会影响消化吸收，而且，如果用茶替代各种汤
菜，能减少一日中食盐的摄入量（一小碗咸味
的汤，约含

1

克盐），对于控制血压是有利的，

非常值得提倡。

不过必须提到的是，不同人可能适合不同
的茶。红茶对消化道的动力作用和保护比较显
著，可能适合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弱或消化道有
损伤的人。绿茶的抗菌、抗炎作用比较强，帮助
控制血脂和减少脂肪吸收的效果比较明显，可
能更适合那些食欲旺盛、 消化功能强的人。普
洱茶和红茶对于胃酸过多的人可能是不适合
的，其中咖啡因含量比较高，而咖啡因不利于
控制胃酸返流到食管。如果不知道自己适合喝
什么，可以先试一试。身体感觉最舒服的，就是
最适合自己的，完全无需勉强。

此外，因为茶叶中含咖啡因，如果买不到
脱咖啡因的茶，又对咖啡因比较敏感，那么最
好还是在下午

4

点以后停止喝茶，避免影响晚
上睡眠。有些人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空腹喝茶
会发生头晕心悸等不适， 那么也要避免喝浓
茶，而且在餐后再喝比较稳妥。

看了国内外茶的资料， 才发现相关研究
无穷丰富。除了控血脂、控血糖、控体重、抗氧
化、抗疲劳、增强免疫、减少大脑损伤、保护肾
脏、促进解毒、抑制癌症细胞等，女士们或许
更关心茶的抗紫外线和抗皮肤衰老的作用。

如果您还在喝甜饮料， 或者不知道该选择什
么饮料，何不给自己泡一杯货真价实零糖分、

零钠、零脂肪、零卡路里、清香宜人还有那么
多健康益处的热茶呢？

□茶事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