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黄国历史文化陈列馆

茗 生 此 中 石 玉 泉 流 不 歇

———潢川县大别山兴农生态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学虎的田园梦
潢川县以创新为引领， 在沿淮滩区大力发展茶

产业， 使昔日淮河荒滩变绿畴， 成了百里名茶产业
带，改写了只有云雾高山出名茶的历史，开辟了平原
滩区茶产业发展的新途径。 目前，该县滩区种茶

4

万
亩，年产值超亿元。 潢川县大别山兴农生态茶叶有限
责任公司巧借市、县发展茶产业东风，乘势而上，开
拓创新，力求茶业与文化的有机融合，生态田园产业
式发展的羽翼日趋丰满。

根柯洒芳津夯实圆梦之基
潢川县大别山兴农生态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陈学虎，出生农村的他原本是一个做周期短、见效
快的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商，事业做得顺风顺水，但
是建设一个集种植、采摘、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生态园区始终是这个淮河滩汉子的梦想。 他积极响
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主动请缨承包下了传流店乡
肖寨村的大别山茶厂。

公司成立后，明确思路，科学规划，夯实产业基
础， 着力打造生态名优茶园工程。 目前已建成

110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拥有功能完善、技术一流的红绿
茶加工生产线。 县委书记赵亮、县长兰恩民多次到企
业调研，现场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公司按照
“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模式，迅猛发展壮大，形成
了以传流店为中心， 带动

4

个乡镇和
2

个办事处连

片发展，茶产业基地茶园总面积
8400

余亩。

采服润肌骨产业富足乡里
在发展自主产业的同时， 陈学虎致富不忘乡里。

先后投资近千万元，兴建了路网、电网、水利网等基础
设施，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当地农民吃
上了“定心丸”。他赤诚待人，用他的赤诚感动了农民，

公司成立伊始就与当地百姓构建了一个和谐安定的
企业发展环境，顺利流转土地

1200

多亩。随着种植规
模的不断扩大，生产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截至
目前，公司旗下

4

个种植基地使
800

多人在家乡实现
了就业， 每个劳动者在茶厂每年的收入有

1

万多元，

当地农民不出家门就能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

文火香偏胜注重科技提升
为茶产业发展备足后劲。 大别山兴农生态茶叶

有限责任公司紧紧抓住茶树良种工程、 生态茶园建
设和标准化加工厂建设三个关键环节， 努力提高科
技对茶叶生产的贡献率。 加大科研、培训力度，加强
与知名专业科研院所联系， 引进新品种， 借鉴新工
艺，融入新理念。 积极加强与高校等科研院所合作，

依托高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不断提升茶叶质量，积
极打造大别山“淮秀”品牌茶叶。

2011

年
5

月，该公司与信阳农林学院联姻，签订

了合作协议，同时信阳农林学院也将茶叶教学科研基
地设在该公司。

2006

年以来，该公司引进迎霜、白毫早、龙井等优良
无性系新品种。同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大
对农村基层技术人员培训力度，将茶叶生产、加工技能培
训作为重点，提高科技对茶产业的支撑作用，推动了潢川
县茶产业发展，该公司生产的茶产品供不应求。

石屋晚烟生田园风光如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该公司生产的“淮秀”牌信阳

毛尖茶条紧、细、圆、直，色泽翠绿光润，白毫显露；质汤
色嫩绿，清澈明亮；气高鲜持久，滋味鲜爽，回甘耐泡。

在
2012

年全省名优茶评审会上荣获“名优茶金奖”和
“河南省最具潜力的品牌”称号。

2012

年
5

月，河南省
茶文化研究会和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站组织省内

9

名
首席权威专家专门召开了“潢川县大别山兴农生态茶
叶有限责任公司‘淮秀’牌信阳毛尖品质鉴定会”，评语
中对“淮秀”牌信阳毛尖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产业起步开局良好，公司有了收益，事业蒸蒸日
上。 踌躇满志的陈学虎开始琢磨起他那珍藏已久的
梦想了。 他将把大别山兴农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打造
成集茶叶、加工、研发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生态观光
科技茶叶示范园。 公司如今苗木如茵，垂钓亭亭榭点
缀湖中，一派田园休闲风光。 （胡慕天段成龙）

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 带领一方百姓致富

———记潢川县光州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潢川县光州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在组合
潢川县光州名茶精制加工厂、信阳市光州茶业专业合作
社的基础上注册成立，是一家集“光州”牌散装信阳毛
尖、信阳红茶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股份制民营企
业。现拥有精制加工厂

2

个、茶叶初制加工分厂
5

个、名
优茶生产基地

1.3

万亩，年精制加工名优绿、红、花等多
品系茶叶

5

万余公斤，年茶叶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多年来，该公司以弘扬信阳茶文化为宗旨，以促
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秉承“诚信为本、仁义经商、先做
人、后做生意”的经营理念，按照“市场

＋

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化模式，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为信阳茶
产业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是创新工艺提
品质。继承和发扬信阳毛尖传统，执着追求加工工艺
创新，形成从茶园管理，鲜叶采摘分级、揉捻、理条、

烘干到提香等一整套独特的茶叶机械制作新工艺，

产品品质甚至超过传统手工炒制的茶叶的品质，绿
茶“汤清色绿、香高味醇”，红茶“鲜爽回甘、甜醇浓
酽”， 原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 全国茶叶专家于观
亭、中国茶宴第一人刘秋萍等领导、专家给予充分肯
定和一致好评，深受茶叶消费者青睐。 二是严把源头
保质量。 每年自筹资金近

200

万元，免费为基地茶园
施用饼肥，加工原材料全部来自“古光州”区域大别山
脉高山茶场及施用饼肥（有机肥）的浅丘茶场，全部按
照国家标准化、清洁化要求开展生产，经有关技术部
门检验， 产品全部达到或超过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从
未发生一起农残超标或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三
是以质论价拓市场。 茶叶是饮品，消费者多为人民大
众。该公司立足市场需求，以生产“老百姓喝得起的好
茶”为前提，在确保茶叶品质的基础上，产品价格大多
定位在

60

元
-500

元
/

斤，以质定价，质价相符，得到消

费者的一致好评。在国内国际茶叶市场持续疲软的情
况下，光州茶业销售量仍然逐年攀升，产品畅销国内、

飘香国外。四是千方百计富茶农。与基地茶农签订茶
叶收购协议，实行统一培训、统一技术、统一施肥、统
一生产质量安全标准、统一包装和产品等级认证“五
统一”服务，并以高于市场

15%

的价格收购社员茶叶
原料，切实解决茶农卖茶难问题。

潢川县光州名茶精制加工厂被确定为市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08

年“光州”茶叶被确定为
北京奥运会期间进京农产品，

2009

年“光州”品牌被
确定为“中国中部崛起最具发展潜力品牌”，信阳市光
州茶业专业合作社被授予“河南省第一批省级农民专
业合作社示范社”；董事长刘祥国被授予“新中国

60

周年茶事功勋”，“河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河
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等称号。 （吴民）

“淮南茶光州上”

光州，古指今河南潢川等地，茶叶生
产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种茶始于东周。

那时茶由原产地云贵川从川陕大道先传
人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再沿汉水传到东周
的政治经济中心———河南，在气候温和的
南部生根，再向北、向东发展，向北发展到
怀州

(

今河南沁阳
)

，向东沿义阳
(

今河南信
阳
)

、光州
(

今河南潢川、光山、商城等
)

，到
安徽的西部寿州

(

今六安
)

，形成淮南茶区，

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到唐代， 淮南茶区已成为全国八大
产茶区之一，也是我国最北的茶区。陆羽
《茶经》中记载：“淮南茶，光州

(

今河南潢
川等地

)

上，义阳郡
(

今河南信阳等地
)

、舒
州

(

今安徽舒城
)

次，寿州
(

今安徽寿县
)

下，蕲州
(

今湖北蕲春
)

、黄州
(

今湖北黄
岗
)

又下。 ”茶圣陆羽告诉人们：唐代八大
茶区之一的淮南茶区， 光州所产的茶最
好。 古时淮南茶区包括七个州郡， 即光
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扬
州。光州是七州郡之一，也是产茶最好的
一个州。 当时的州府就设在潢川。

到了宋代，光州茶进一步发展，淮南
茶区设了

23

个山场
(

当时官方设立收购

茶叶的点，是榷茶的一种形式
)

，就有
2

个在光州的商城。 另外，据陆廷灿《续茶
经》中讲：当时全国有

26

种名茶，光州就
有

3

种。 书中说“东首、浅山、薄侧出光
州”，这说明光州茶到唐宋时代不但有一
定的规模，而且有了名茶生产。

光州散茶也是在这次“散茶出淮南”

的变革中出现的。 据说开始是模仿六安
小把茶制法，后来又融入龙井茶制法，形
成了毛尖茶， 发展到今天演变成信阳毛
尖制法。这是因为

1915

年信阳县所做的
毛尖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
获， 从此信阳毛尖就成了河南省的绿茶
代表，即光州、义阳郡的代表名茶。

1958

年信阳毛尖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

1980

年信阳毛尖又被国家评为银质奖， 于是
信阳毛尖盛名于国内外， 生产也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 现在的信阳毛尖产区有
河、潢川、光山、罗山、商城、新县、固始
等县区。 由于原光州的所辖区与信阳的
自然条件、气候地貌基本相同，又制定了
统一制茶标准，从而使“淮南茶，光州上”

得到了充分发扬。

（于观亭杨杭生）

潢川茶产业发展现状
着力发展生产基地，增加茶叶生产

规模。近年来，潢川县委、县政府在茶产
业发展上，结合农业部开展的“大别山
地区名优茶优质高产协作活动”， 审时
度势，咬住建设茶叶生产基地，扩大生
产基地建设不放松。 截至目前，新发展
高标准高质量优质茶园

16.6

万亩，其
中无性系茶园

7.5

万亩，改造低产茶园
3000

亩， 建设无性系良种茶苗繁育基

地
1500

亩。

制定优惠扶持政策， 助推茶
产业快速发展。 为切实抓好茶叶
生产， 调动各级各部门发展茶产
业的积极性， 出台《中共潢川县
委、 县政府关于做大做强茶产业
的意见》和《潢川县人民政府关于
优惠政策扶持茶产业发展的通
知》 等一系列扶持茶产业发展的
政策文件， 明确了政府扶持良种
茶园发展、茶叶加工销售、茶叶品
牌创建、 产品开发与科技创新和
茶叶示范园建设方面的扶持金
额、 贴息标准以及土地利用整理
等具体事项。七年来，县财政共拿
出扶持茶产业发展资金

1.89

亿
元。同时，该县还结合农村改革发
展综合试验区、中原经济区建设，

将农业产业化、农业结构调整、无
公害农产品建设、农业综合开发、

土地整理、小流域治理、标准农田
建设、现代农业、农田水利建设、

林业生态示范、经济林建设、农民
专业合作社组织等项目资金
3000

多万元捆绑使用， 对
4

个千亩以上
规模茶园进行了升级改造， 全力打造高
标准、高质量生态有机茶园，全面提升完
善规模茶园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沿河滩区，打造林茶间作
新模式。 潢川县地处淮河南岸，淮河主
干与小潢河、白露河、寨河、春河交汇全
境，形成了蜿蜒百余公里、面积

8

万多
亩的沿河滩区林地。上世纪

90

年代初，

沿河乡镇围绕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结
合滩区实际，调整产业结构，成功打造
了滩区林茶间作种植模式，探索出了一
条滩区农业发展新途径。 截至目前，全
县沿河滩区林茶间作面积已发展到
35950

亩，其中老茶园
1300

亩，

2006

年
以后新发展茶园

34650

亩，惜日沿河不
毛地，成为茶农致富滩。

调整茶叶产品结构，积极开发信阳

红茶。 为进一步调整优化茶产品结构，

拉长茶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实现茶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2010

年，潢川县委、县政府科学制定了大力
开发生产红茶的战略，把信阳红茶生产
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
一场硬仗来抓， 根据潢川淮南茶品质、

特性及内涵，严格按照国家功夫红茶的
生产标准，融入“淮南茶”独特传统的加
工工艺， 率先在全市研发生产红茶，并
一举获得成功。 同时在研发生产过程
中，形成了萎凋、揉捻、酶促氧化、烘干、

提香等独具特色的潢川信阳红茶加工
工艺，所生产的信阳红茶“色红艳、汤明
亮、香度高、味道美”。 时任河南省委书
记卢展工

2010

年
4

月
29

日在潢川视
察时称赞光州茶业的信阳红茶“在金骏
眉之下，银骏眉之上，为红茶之上品”。

在
2010

年
10

月北京举行的红茶品鉴
会上，潢川信阳红茶受到了全国著名茶
叶专家于观亭、吴觉农，茶学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吴甲选等全国知名专家的认
可，称“信阳红茶，光州香”。

大力培育龙头企业，推动茶产业提
质增效。培育龙头企业是示范带动茶产
业发展的有效方式， 是推进名优茶开
发、茶产业升级改造的有效方法。 潢川
县光州茶业有限公司是该县培育的龙
头企业典范，创造了信阳茶业界的五个
第一： 第一个将散装信阳毛尖打入京、

津、沪等城市的老字号茶商；第一个在
北京马连道设立信阳毛尖专营直销处；

第一个把信阳茶叶打入欧美市场，进驻
巴黎、纽约市场的“中国茶”专卖店；第
一个加工茉莉信阳毛尖茶，在北京独家
经营；第一个成立涵盖鄂、豫、皖三省的

茶叶专业合作社，成为了信阳市
茶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该公司
生产的“光州”牌系列绿茶素以
“汤清色绿、香高味醇”而盛誉海
内外，在各大国际、国内茶叶鉴
评盛会上屡获佳奖。

2002

年“光
州”牌信阳毛尖被认定为“河南
省十大茶叶品牌”；

2007

年“光
州”牌商标被认定为“河南省著
名商标”；

2008

年“光州”牌信阳
毛尖被确定为北京奥运会期间
进京农产品。

加快潢川茶产业发展
的几点思考

加快茶产业集群发展。充分
发挥政府引导、指导、服务和管
理的职能，在该县踅孜、来龙、上
油岗等乡镇推进有利于茶产业
发展的特色园区建设，提升园区
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产业集群发
展。 同时，在园区内配套建设技
术研发中心， 面向整个产业，实
现技术资源共享；建立产品检测

中心， 着力于产品质量的稳定提高；建
立产业信息中心， 扩大国内外业务交
流，开展电子商务，解决信息闭塞、营销
方式落后等问题。

提高茶产业综合效益。充分借鉴茶
产业强国日本的发展模式，茶叶每年春
秋两次采摘，采摘“一芯一叶”、“一芯两
叶”，大力发展机械采摘，全面提高茶园
平均单产；将采摘下来的鲜叶进一步深
加工制成多种多样的茶叶制品，如茶面
点、茶糖果甚至茶香信笺、茶香纸巾、茶
化妆品、茶洗涤剂、茶染服装等，拉长茶
产业链条， 增加茶产业综合经济效益。

同时， 适应当前人们对天然保健饮品、

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消费需求不断扩
大的趋势， 充分发挥茶叶的品质特性，

与该县潢川金桂、天然中草药种植优势
紧密结合，运用现代生物科技，开发桂

花茶、富硒茶、中草药茶、保健茶的产品
和市场， 生产有特色的系列茶饮品、茶
食品和茶药品， 提升茶产品附加值，做
强做大茶产业。

推广滩区林茶间作模式。 就我市现
有茶叶种植和生产的现状看， 绝大部分
茶园都在山区，好“毛尖”茶产区多半和
“山”、“雾、”“峰”相关，因此多数人就误
认为只有山区才能植茶。 这种认识是源
于对传统的“毛尖”茶的依赖。 从事实来
看，信阳的一些地方，平原植茶且收效甚
佳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潢川县在踅孜镇
淮河滩地上种植茶叶， 现已发展丰产茶
园

2000

多亩， 亩均年产鲜叶
170

公斤
以上，茶农亩均年收益

5000

多元，而且
是套用了“毛尖” 茶采摘制作的传统工
艺，所生产的茶叶虽有尖无毛，但叶肥而
大，味浓而香，是典型的绿茶的代表，以
“毛尖”的另类生存并活跃于信阳茶叶市
场。实际上，即使是在日本也主要是以平
原和浅丘茶园为主，山地茶园只占少数。

培育扶强产业龙头。通过多年的发
展，该县已形成了潢川县光州茶业有限
公司、 潢川县淮南茶叶专业合作社、潢
川县文贤茶业有限公司、潢川县大别山
兴农生态茶叶有限公司、潢川县潢淮名
优茶种植专业合作社、潢川县绿缘茶业
有限公司等一批茶叶龙头企业

,

形成了
集团化、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雏形。

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潢川的淮南茶
在省内外也有很高的知名度，要尽快建
立技术质量标准，打造淮南茶的名牌产
品，申请淮南茶的原产地保护。

提升茶产业品质效益。 实施“走出
去、引进来”的茶产业发展战略，建设开
放型、外向型茶园，发展“定单茶”、“创汇
茶”，建设开放式的茶产业。同时，结合古
黄国文化旅游建设， 大力宣传茶圣陆羽
的“淮南茶、光州上”等茶文化，积极发展
潢川茶旅游产业，大力建设“观赏茶园、

采摘体验园、农家乐茶园”，带动整个茶
产业提质增效，放大茶产业综合效益。

张扬“毛尖茶”开发“红绿茶” 全面提升茶产业品质和效益

———潢川县茶产业发展与思考

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中）在县委书记赵亮陪同下视察潢川茶企业

摘要：潢川，古称光州，地处大
别山北麓、淮河南岸，独特的生态环
境，悠久的种茶历史，孕育出品质超
群、 爱不释口的茶叶奇葩———淮南
茶。 唐朝时期光州茶叶就作为贡品
进献宫廷，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
有“淮南茶，光州上”论述。 近年来，

潢川县委、 县政府积极采取切实可
行的措施加快茶产业发展， 全县茶
园面积发展到

17.3

万亩， 茶叶年总
产量达

1916

吨， 总产值
4

亿多元；

茶叶种植覆盖
17

个乡镇，从业人员
近

10

万人；

2009

年至
2012

年连续
四年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全
国重点产茶县”荣誉称号。 潢川在规
划做大做强做优茶产业上， 最主要
的就是张扬“毛尖茶”，开发“红绿
茶”。 一方面保护、巩固和提升“信阳
毛尖” 茶历史传承下来的独特的工
艺和特性；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全县
众多沿河滩区潜力优势，冲破“毛尖
茶”仅限于生产“毛尖”产品的狭隘
生产经营理念， 把茶产品开发的视
角拓展到“毛尖” 以外的所有红绿
茶，加大“毛尖”以下的绿红茶（叶）

的精深加工和广泛开发， 坚持走新
型工业化的发展思路，做到“产业集
群化、产品品牌化、市场专业化”，提
升整个茶产业的品质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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