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桥茶名片
平桥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素有“信阳毛尖故里”之称。撤县

设区前平桥人创造了信阳毛尖的辉煌，设区后平桥人从头开始，积
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打造“两山一河一店”茶产业，实现
了茶产业二次创业，茶品牌、茶企业从无到有，

2013

年全区茶园总
面积已达到

6800

公顷，年产红绿干毛茶
150

万公斤左右，规模茶场
发展到

9

个。省级茶叶龙头企业
1

家，拥有“佛灵山”、“五岳神针”、

“国茶
1915

震雷山”、“凤冠”、“天目山”、“金军”、“太平山”等八个茶
叶品牌。注册商标

9

个，茶叶专业合作社
9

个，合作总社
1

个。茶园面
积超过

20

公顷的种茶大户
25

个，新建茶叶交易市场
1

个。

规模初具 技术熟练 品质独特 服务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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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八百里物华天宝绿水青山奉献信阳毛
尖一枝独秀； 豫楚五千年人杰地灵红日丹心喜
看英雄儿女万世风流。

一片小小的茶叶，酿造了一个节会品牌，带
动了一批相关产业，成就了茶乡富民梦想，打造
了一个城市的形象名片，扮靓了魅力信阳。旧信
阳县志记载：“本山产茶甚古，唐地理志载，义阳
(

今信阳县
)

土贡品有茶。”

平桥区的茶叶品质独特，由于该区茶叶生长
从海拔

86

米的黑马石到海拔
690

米的天目山大
寨，生长高度跨度大，所产信阳毛尖产品品质独
特，大体可分为淮北和淮南两个产区。其中淮北
产区由于地处淮河以北干旱少雨，所产信阳毛尖
香气较高，白毫多；淮南产区与大多数信阳毛尖
品质相同，但上市要比信阳其他县区早。所产信
阳毛尖、信阳佛灵山红茶产量的

35％

在本省销售，

65％

销往广州、上海、武汉、北京、贵州等地。

独特的茶叶品质为平桥区在茶产业上获得多
项荣誉， 在第十五届至十八届信阳茶文化节上，

“佛灵山”、“五岳神针”牌信阳毛尖多次荣获金奖；

在连续三届中国郑州（国际）茶业博览会上“佛灵
山”、“五岳神针”牌信阳毛尖共获五个金奖和一个
中原最具畅销力品牌的骄人成绩； 在首届日本静
冈世界绿茶大会，“五岳神针”牌信阳毛尖获银奖；

在“中国茶都—信阳第十六届茶文化节”上，该区
茶人、茶企业、茶品牌在“九峰杯”十强茶企业、十
佳茶人及“盛弘杯”名优绿茶评比活动中，河南五
岳神针生态茶业旅游有限公司获“

2008

河南‘九峰
杯’十强茶企业”荣誉称号；信阳佛灵山生态茶叶
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德记获“

2008

河南‘九峰杯’十
佳茶人”荣誉称号；

2009

年第十七届茶文化节上又
获金奖

2

个，五里办事处、洋河镇获“河南省茶产业
明星乡镇”称号。

2010

年佛灵山牌信阳红茶获中国
茶叶流通协会金奖；

2010

年平桥区金军品牌获郑
州茶博会金奖；

2011

年太平山茶品牌获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金奖。

2011

年佛灵山红茶获得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信阳红茶评比金奖， 同年佛灵山红茶创
制技术研究获得市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自

2009

年到
2012

年，平桥区连续获得中国茶叶年会“全国
重点产茶县”荣誉称号；

2011

年平桥区马氏生态茶
叶专业合作社获得“省级先进示范社”荣誉称号。

务实发展产业发展规模初具
平桥区种茶历史悠久，始于东周，名于唐，

兴于宋，盛于清，茶文化源远流长，是古代著名
的淮南茶区，今天素有“信阳毛尖故里”之称。平
桥区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上，

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 具有显著的季风气
候特征。年平均降水量

1200

毫米左右，平均气温
15.3℃

，年日照时间
2178

小时，年相对平均湿度
77%

，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降水丰沛，四季分
明，雨热同季，植被丰富，山区气候垂直变化明
显，湿润的气候加之良好的云雾条件，非常适宜
茶树的种植和生长，茶叶采摘期从

3

月
20

日到
10

月
1

日，长达半年之久。

撤县设区前平桥人创造了信阳毛尖的辉
煌，设区后平桥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

积极打造“两山一河一店”茶产业，实现了茶产
业二次创业，茶品牌、茶企业从无到有，

2013

年
全区茶园总面积已达到

6800

公顷， 年产红绿干
毛茶

150

万公斤左右。规模茶场发展到
9

个。省级
茶叶龙头企业

1

家，拥有“佛灵山”、“五岳神针”、

“国茶
1915

震雷山”、“凤冠”、“天目山”、“金军”、

“太平山”等八个茶叶品牌。注册商标
9

个，茶叶
专业合作社

9

个，合作总社
1

个。茶园面积超过
20

公顷的种茶大户
25

个，新建茶叶交易市场
1

个。

注重当下种植加工技术熟练
品种搭配合理。全区

10

万亩茶园分布在“两
山一河一店”为主的

10

个乡镇，分属
8

个不同品
种，按所占面积从大到小排列福鼎大白、信阳群
体种、白毫早、福云六号、碧香早、乌牛早、平阳
特早、信阳

10

号；有性系品种占整个茶园面积的
82.3％

，无性系品种占整个茶园面积的
17.7％

，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区所有茶树品种以信阳群
体种为参照，发芽时间上比一般白毫早提前

7

至

10

天，平阳特早提前
10

天以上，福鼎大白、福云
六号早

3

天左右，乌牛早、碧香早与信阳群体种
相当，信阳

10

号早
1

至
2

天；品质上信阳群体种、

信阳
10

号较好，引进品种福鼎大白、福云六号等
品质一般，饮用滋味较淡，引进栽培年限较长的
稍好；抗寒性上本地品种表现强，引进品种乌牛
早较强，福云六号、福鼎大白好于白毫早；产量
上引进品种高于当地品种。

种植布局科学。 平桥区撤县设区后原有生
产老茶园

10000

亩，自
2006

年市委、市政府发展
茶产业战略决策出台后， 目前成园面积达

10

万
亩，茶农

6700

户，大型茶企业
9

个，千亩以上连片
茶园

9

处。新发展茶园全部采用双行条植，大行
距

1.5

米，小行距和丛距
33

厘米；老茶园多采用
丛栽，单行条栽，各乡镇栽植规格不一。

管理加工现代。 平桥区设有茶产业办公室
负责茶产业发展中的基地建设、资金筹集、流通
服务、技术指导、市场管理、目标督查等各项工
作， 及时解决生产基地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和问题，督促落实基地建设任务。在茶叶生产过
程中积极提供技术管理服务。目前，平桥区有大

型茶叶加工生产线
5

条，其中全自动红茶生产线
一条，日加工能力干茶

4

吨；另外有小型加工机
械

6700

台（套），高档信阳毛尖主要采用传统手
工工艺加工。

展望未来强调政策服务配套
在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平桥人更加强调

和重视政策服务的配套和完善。

科学制定茶产业规划。

2006

年，中共平桥区
区委、平桥区人民政府以信平发【

2006

】

22

号文
件印发了《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制定
了《信阳市平桥区“十一五”茶产业发展规划》，

《平桥区“十二五”茶产业发展优惠政策》，规划
到
2015

年全区茶园面积发展到
10000

公顷，保持
规模稳定，实现公顷产值

45000

元，茶叶总产值
4.5

亿元，茶农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茶产业
综合产值达到

7

亿元。重点完成茶叶城及五里茶
叶批发市场、震雷山、佛灵山茶旅游开发及洋河
陆庙万亩生态示范茶园等项目的建设工作。

项目支持体系完善。 该区建立茶产业发展

管理机构，专职负责茶产业发展工作。投入茶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区财政每年安排

100

万元茶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茶产业发展。涉农资
金和项目，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集中向茶产业倾
斜，优先支持茶产业发展。该区要求金融部门对
效益高、信誉好的茶叶生产龙头企业，提供最大
限度贷款支持； 积极鼓励外商来我市从事茶叶
生产经营活动。 林业部门结合林业产权制度改
革，认真及时做好茶园产权登记工作，保护茶农
权益。

茶产业结构科学调整。 该区大力生产中低
档信阳毛尖茶，努力推进机械化采茶，满足多层
次消费者的需求。拉长茶产业链条，走精深加工
之路，扩大中、低档茶出口，研制、加工茶饮料、

茶食品、茶医药保健品和日用化工产品，使茶产
业结构更趋合理。

不断创新发展机制。 一个好的机制决定着
产业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平桥区在茶产业
发展路子上，广开渠道用活民间资本，探索出了
大户带动、协会及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促进、返租
倒包、招标承包等模式，确保建成一片，见效一

片。

多方拉长产业链条。该区制定优惠政策，创
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对龙头企业开发新产品、精
深加工和建设新基地， 金融部门确定年度优惠
贷款基数，市财政予以贴息；对龙头企业参与外
地展销、宣传活动，特别是在全国主流媒体做信
阳毛尖宣传活动予以奖励。该区鼓励招商引资，

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民间资本开发茶产
业，吸引国内外有经济实力、有技术优势的非茶
企业来信阳投资开发茶产业， 对引进的参与茶
产业建设的企业实行信阳市引进外资优惠政
策。

积极加强品牌创建。 一个好的品牌能提升
产业品位和市场竞争力。 平桥区在发展茶产业
上始终重视品牌创建，利用各种平台，推介企业
品牌。 撤县设区以后， 平桥区没有知名茶叶品
牌。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平桥区积极
响应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号召，经过两年的努力，

创建了“佛灵山”、“五岳神针” 省级知名品牌、

“国茶
1915

震雷山”、“天目山”、“凤冠”、“金军”、

“太平山”等市级品牌。

□

本报记者向炜

佛灵山生态茶园

郝堂美景

机械化采茶

震雷山观光茶园

秀美茶山 本版图片由平桥区茶办提供

T

03

2013

年
10

月
28

日 责编：徐立明审读：高晶晶组版：夏丹
电话：

6202520

邮箱：

xyrbszbs@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