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树短穗扦插育苗技术

茶树短穗扦插育苗是目前茶树无性
繁殖的主要方法，它能保持母本的优良
性状，繁殖系数大。试验表明，我市以

9

月
～10

月份茶树短穗扦插育苗较适宜，

短穗切口愈合快，扦插成活率高。茶树短
穗扦插育苗技术要点如下：

一、苗圃地整理
1.

苗圃地选择。苗圃地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扦插茶苗的成活率和苗木质量，

一般苗圃地应选择在交通方便、水源充
足易于排灌的平整地，土壤以沙壤土、壤
土或轻粘壤土为宜，土壤

pH

值在
4.5～5.5

之间。

2.

整地作畦。 扦插地一般分
2

次翻
耕，第一次全面深耕，深度在

30cm

以上。

第二次在做畦前配合施基肥，亩施腐熟
饼肥

100～150kg

，或
1.0～1.5t

腐熟农家肥，

与土壤充分拌和、平整、压实，再翻耕
20cm

左右，并碎土、耕平，剔去杂草、杂
物；苗圃畦面宽

1.2m

，高
20cm

左右，畦沟
宽
30cm

，深
30cm

，畦床长依地形而定，以
20～30m

为宜，整平畦面。

3.

铺盖心土。在平整的畦面上铺放
腐殖质含量少，过孔径

1cm

筛子的心土，

铺土厚度为
5cm

左右，打紧压实，浇透水
待扦插。

4.

搭遮阳棚。为了避免阳光的强烈
照射、降低畦面风速和减少水分蒸发

,

有
利于扦插成活和茶苗生长， 扦插苗圃应
搭设遮阳设施，一般以拱形遮阳棚为主，

遮阳材料常用黑色有孔隙的遮阳网。

二、插穗剪取
1．

穗条标准与剪取时间。在已培育
好的母本园剪取

2/3

以上半木质化，呈棕
色或黄绿色，腋芽饱满，叶片完整，无病
虫危害的当季成熟枝条。 剪取时间以上
午
10

点前、下午
3

点后为宜。

2．

插穗的标准与剪穗方法。在剪取
的成熟穗条上剪长度

3cm

左右，带有
1

个
健壮饱满的腋芽和一张成熟的叶片，剪
口光滑并与叶片成平行的斜面， 如有花
蕾随时摘除。

三、扦插技术
1.

畦面洒水。扦插前将扦插畦面充
分洒水，经

2～3

小时水分下渗后，土壤呈
“湿而不粘”松软状态等待扦插。

2.

扦插时间。扦插一般在阳光较弱
时进行， 时间一般在上午

10:00

前或下
午阳光转弱时进行扦插。

3.

扦插方法。将插穗稍斜插入土中，

扦插密度以叶片不互相重叠为度， 中小
叶品种扦插密度一般行距

8～10cm

，株距

2～3cm

， 扦插深度以叶柄露出并与畦面
平直为宜， 边插边用手将插穗附近的泥
摁实， 注意插穗叶片的方向应顺着当时
主要风向排列保持插穗叶片朝向一致，

以免被风吹动影响成活。

四、苗圃管理
1.

水分管理。扦插初期，插穗无根，

重点是保持苗床湿润， 一般晴天早晚各
喷水

1

次
,

阴天每天喷水
1

次。 新根长出
后，以表土不露白为度。

2.

温度控制。当冬季气温降到
5℃

以
下时， 要采取保温措施， 如搭棚薄膜覆
盖，加盖草垫，园内铺草等。

3.

及时除草。扦插苗床
,

在插穗未发
根前

,

不可进行耕作
,

以免动摇插穗。如有
杂草生长，要及时拔除，如有花蕾在拔草
时要一并摘除。

4.

拆棚炼苗。春季气温回升后，待插
穗生根腋芽生长到

3-5cm

的嫩梢时，在
阴雨天逐渐拆除遮阳棚进行炼苗。

5.

肥培管理。追肥一般在扦插苗发
根后进行， 用

0.5%

的尿素溶液喷施，每
隔
15

天施一次，以后逐渐提高到
1%

。

6.

防治病虫害。短穗扦插苗圃，应及
时观察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如有病虫害
发生应及时防治。

（吴淑平）

□茶与科技

□

刘方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3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 茶事新闻
6

责编：吴晶审读：邹乐组版：邱夏
投稿邮箱：

xyjh2010@163.com

畅谈信仰 坚定信念 树立信心

信阳毛尖集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卢小龙）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统战部以及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全国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

9

月
22

日下午， 信阳毛尖集团召开理想信念教育活
动经验交流会。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弘昌集团
董事长、信阳毛尖集团董事长陈世强，河南弘
昌集团党委书记朱光军， 信阳毛尖集团常务
副总阚贵前，信阳毛尖集团副总、党委委员、

宣传部长宋玉泉， 信阳毛尖集团副总刘家运
等集团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自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信阳毛尖集团党委高度

重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紧紧围绕中央和省
委“三信、两健康和六结合”的内容，在集团内
部开展了

15

场理想信念专题教育活动。 理想
信念专题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使集团的

100

多名党员和上万名员工思想受到教育， 而且
都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力地推动了
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会上， 陈世强结合信阳毛尖集团的辉煌
发展历程，以及近两年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深
入浅出地阐明个人荣辱与企业发展息息相
关，企业兴衰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道理，进

而要求全体员工认真结合正在开展的理想信
念教育活动， 切实增强全体员工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
发展的信心。

会后， 陈世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三信教育首先要坚持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心，落实到企业上就是合规合法的办企
业，当下发展实体经济有一定的障碍，落实
三信的重要做法，苦练内功、提高品牌、减低
运营成本，有助企业“过冬”。今后信阳毛尖
集团将珍惜当前发展的良好趋势，紧紧按照
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 按照十八大会议精

神，认真落实三信内容，苦练内功，强化管
理，降低成本，让龙潭茶在信阳乃至全中国
落地生根，让

13

亿中国人都能喝到绿色安全
放心好喝的龙潭茶。

谈到个人梦想与企业梦、 中国梦的有机
统一时，陈世强表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龙
潭茶做成全茶类的产品运营商， 做成经过结
构调整、产业升级后，从信阳毛尖、信阳红发
展到全茶类；从地区区域扩大到全国，甚至全
球；由单一的茶产品经营向全茶类的茶食品、

茶文化传播经营。信阳毛尖集团有信心、有决
心、有能力，在这个行业先行先试，为中国茶
产业、为中国梦实现、为中国国人健康作出应
有的贡献。特别是信阳国际茶城，传播的是国
际化健康食品运营平台， 通过国际食品贸易
运营平台，实现服务于国人全球的供应链。信
阳毛尖集团的企业梦则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
喝到绿色、健康、好喝的茶，信阳毛尖集团与
大别山

100

万茶农共同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做大做强中国茶产业，让中国茶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今后，信阳毛尖集团全体员工将为实
现梦想而奋斗、拼搏。

做茶是一种修行

来到曾静的茶叶店， 她正忙着接待
三位专程从汝州赶来的朋友， 他们想将
迷迭香这种常被用来制作香料的植物也
打造成像信阳毛尖一样经久不衰的大众
化饮品，而作为信阳资深的制茶高手，曾
静自然成了他们的技术顾问。

“不管用什么工艺，保留最原始纯真
的味道才是最重要的，才是独一无二的，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做茶一直在坚持的
东西。”曾静说。

烫壶，置茶，温杯，冲泡，分茶，敬茶，

一套行云流水般的工序后， 曾静将她研
制的十大名茶之一的“望山秀女”奉给每
位宾客， 清纯柔和的香气中带着甘醇绵
甜的味道。未语先品茶，是曾静待客的习
惯。

嫩绿鲜醇的“荒山胎芽”、清亮甘醇
的“望乡思潭”，淡雅柔和的“白鹭秋毫”

……一杯杯毛尖看似相近， 然而口味各
异。“好茶最重要的是好产地， 四望山就
是一个难得的宝地。”曾静说。

曾静口中的四望山， 位于河港镇
境内，平均海拔

600

米以上，主峰海拔
900

多米，常年云雾缭绕，光照雨量充沛，非
常适合茶叶的种植。“第一次到四望山
时， 我就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我跟它的
缘分，四望山海拔比鸡公山要高，站在制
高点，信阳、桐柏、随州、应山，四面景色
尽收眼底，虽然没有鸡公山出名，但是却
有一种宁静致远而又舍我其谁的大气
魄。”

“正本清源，贵在品质”是曾静常告
诫自己的话。

20

多岁起曾静开始做茶，现
在已年近半百，谈起创业的艰辛，曾静的

眼中流露出的更多的是对茶的痴迷和期
待。

2005

年曾静在中原茶事活动中被省
蚕茶学会评为“中原著名茶人”。作为省
内外著名的品茶师和茶文化专家， 在追
求茶质上她始终严谨律己，从

2005

年起，

每年曾静都主动地将新茶取样送去做农
药残留鉴定， 每次都是鉴定合格。“我做
这些不为别的， 只为对得起自己爱茶惜
茶的这颗心。”曾静说。

曾静说，每一种茶叶都有茶性，追求
品质，就是维护茶性的本真不被破坏。就
像人，最真实的地方总是最动人的地方，

“我不在乎今年茶叶有多大产量，明年要
扩大多少种植面积，我只是一个做茶人，

一杯高品质好茶永远是我最高的追求。”

经常有人夸她是巾帼创业能手，但
是曾静却更喜欢称自己是一个简简单单
的“茶人”。

“你有没有研究过‘茶’这个字”，曾
静说，“上面是个‘草’，下面是个‘木’，中
间是个‘人’，这说明茶是人与自然和谐
的产物， 把大自然这种美好的馈赠原原
本本地呈现给世人， 我想这就是一个合
格的‘茶人’应该做的事吧，也算是对自
己人生最好的修炼。”

依托茶乡优势 建立“绿色”保障

谭家河乡创建计生家庭“种茶养老”新模式
本报讯（彭延斌）去年以来，

河区谭家河乡依托山区茶乡
地理、资源等优势，积极推行“茶
叶养老”政策，创建计生家庭“种
茶养老”新模式，建立可持续性、

长效性、永久性的“绿色”保障。

抓基地。该乡建立“茶叶养
老示范基地”，以“有技能、会经
营、懂市场、善管理、敢创业、能
力强”的计生家庭种茶大户为龙
头，采取“合作社

＋

社员
+

基地
＋

品牌
＋

市场”的经营模式，打造
“生产有标准，产品有标志，市场
有监管，质量有保证”的发展格
局，着力引领带动全乡计划生育
家庭参与茶叶养老活动。

抓队伍。该乡以乡计划生育
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基地，在各村
建立居家养老分站。在春茶开采
之前，提前预热，组织乡村计划
生育居家养老志愿者深入农户，

关心茶叶长势和采茶工的需求；

在春茶开采之际，组织志愿者为
计生家庭义务采茶。同时，树立
“一盘棋”理念，统筹兼顾，科学
安排，合理调剂村组之间，茶农、

茶社、 茶企之间的采茶劳力，用
足用活本乡现有人力资源，有效
确保计生家庭春茶及时“颗粒归
仓”。

抓理念。 该乡鼓励计生家
庭，紧紧围绕河区“大美茶乡、

宜居河”战略定位，紧抓河
区茶叶产业集群作为全省三个
农业产业集群试点之一之机遇，

立足茶乡实际， 发挥独特技艺，

跻身于河区构建的“产业链完
整、发展活力彰显、崛起态势强
劲”的茶产业发展体系，着力提
升茶产业发展水平，进一步增加
涉茶收入。

抓培训。采取“田间课堂”、

专题培训等多种培训方式，定期
组织茶叶专家、区茶叶局技术员
培训计生家庭， 对茶叶种植、管
护和加工等操作规程，进行一体
化的授课和实训。同时，积极推
广茶林间作、茶果间作等生态茶
园建设模式， 保持植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平衡，着力提高茶叶品
质，巩固和保护信阳毛尖生态有
机茶金字招牌。

为了确保茶叶质量安全，打造绿色生态茶园，我市广大茶农积极推广应用防虫灯、防
虫贴等生态除虫技术，保证茶叶生产链条上游的原生态。图为五云茶叶集团公司员工正
在其公司茶叶基地检查防虫灯使用情况。

本报记者吴晶摄

入

户

延

伸

产

业

联

动

典

型

引

领

董
家
河
镇
远
程
教
育
激
活
茶
农
致
富
热
情

本报讯（陈少玮）近年来，河
区董家河镇紧密结合茶产业发展特
色，围绕远程教育作用发挥，通过入
户延伸、产业联动、典型引领，为茶
农搭建技术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远
程教育辐射带动作用， 激活茶农致
富热情。

入户延伸，扫清远程教育“空白
点”。在抓好

26

个远程教育站点规范
管理的同时，以站点管理员为核心，

在全镇组建
5

支远教流动服务队，通
过刻录光盘播放、技术手册发放、集
中知识宣讲， 为茶农提供面对面技
术指导和信息咨询。目前，服务队累
计入户免费发放《茶园管理手册》等
资料

2000

余份， 组织收看远程教育
课件

10

余部，培训茶农
200

余人。

产业联动，筑牢远程教育“支撑
点”。该镇紧紧抓住茶叶发展优势和
各项扶持政策，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融入远程教育力量，构建“党
支部

+

茶产业基地
+

远程教育”联动
发展新模式， 依托

50

家茶叶合作社
和
12

家重点茶叶龙头企业， 建设产
业远教实践点， 为茶农提供技术实
践服务，挖掘生产销售信息，辐射带
动全镇

75%

以上茶农增收致富。

典型引领，激发远程教育“活力
点”。一是发挥人才示范作用。确立
各村茶叶合作社负责人、 种茶大户
为示范户， 通过对示范户进行远程
教育集中培训， 带动广大茶农学习

科学化茶叶种植技术，形成学科技、用科技的良好氛围。二是
发挥基地示范作用。建设远程教育示范基地

2

个，定期开展技
术服务活动，为茶农提供学习交流园地。以基地为平台，制作
茶叶实用技术专题录像片，面向茶农广泛宣传示范。

本栏目由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信阳综合试验站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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