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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合法权益

我市着力强化茶叶市场流通监管

本报讯（记者杨柳）为进一步规范
茶叶市场经营秩序，保障生产者、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信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茶叶质量安全工作的意
见》，我市将着力强化流通领域茶叶质量安
全监管，切实保护信阳毛尖、信阳红商标品
牌，促进我市茶叶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加强农药市场监管。 我市将认真执行
国家有关农业投入品禁售、 禁用、 限用规
定，全面整顿和规范农药市场，严厉打击销
售和使用高毒、剧毒、高残留农药，大力推

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制剂
农药； 按照农业部门每年下发的茶树病虫
草害防治药剂推荐名单目录要求， 在茶叶
主产区农药经营店设立“茶园准用药品专
柜”，并建立进货和销售台账，实现可追溯
管理，禁止禁用、限用、非推荐名单目录农
药流入茶园。

加强茶叶市场流通管理。 我市将强化
对市内重要茶叶批发交易市场的管理，加
强茶叶批发交易市场平台建设， 完善茶叶
物流基础设施和质量监督检测设施， 推行

市场法人为第一监管主体的责任管理机
制，严把市场入口和出口；建立信阳茶叶采
摘指数发布系统， 严厉打击外地茶叶冒充
信阳毛尖、信阳红和质级不符、价格欺诈经
营行为；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企业产品质
量标准，加强产品质量、包装和标识抽查监
管， 定期开展打击假冒伪劣茶叶专项执法
检查，发现不合格商品和包装物，及时严肃
查处。

加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 我市依
法制定信阳毛尖、 信阳红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管理规则和使用办法， 加大原产地产品
保护力度，宣传好、使用好、管理好、保护好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原产地保护标记，鼓
励引导符合条件的茶叶生产、加工、经营企
业和个体经营户， 依法申请使用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标志和原产地保护标记； 规范信
阳毛尖、信阳红茶叶包装印制和使用条件，

严厉打击侵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原产地
保护标记使用权行为， 切实保护商标标记
注册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广大生产者和消
费者的权益。

创办一个基地 打造一个品牌 培育一批企业

八里畈镇茶产业发展目标明确
本报讯（余洋）新县八里畈

镇充分发挥区位、 资源优势，紧
抓茶产业发展机遇， 围绕规模
化、标准化茶园建设，打造精品
茶园基地，规划年度茶产业发展
目标，筑牢茶产业作为全镇经济
发展支柱产业的基础地位，逐步
实现茶叶经济富民目标。

一是创办一个基地。利用河
南新林茶业公司与七龙山村牵
手共建平台， 由新林公司投资
600

万元， 在七龙山村新开挖茶
园
300

亩， 改造低产茶园
300

亩，

按照机械采摘规程和技术要求，

兴建标准化茶园基地，逐步实现

茶叶鲜叶采摘机械化目标。

二是打造一个品牌。围绕生
态、有机茶园目标，宣传动员群众
改造低产老茶园，施农肥，推广应
用生态农药，组织茶叶加工企业
积极申报无公害产品认证，将全
镇茶叶打造为“绿色产品”品牌。

三是培育一批企业。采取政
策支持、项目扶持、贴息贷款等
方式，分批次解决茶叶加工企业
发展资金难题， 有重点的培育、

发展、壮大一批茶叶加工企业。

截至目前，已申报低产茶园
改造项目

3

个， 为茶叶加工企业
协调小额贷款

317

万元。

董家河镇做大做强茶产业

本报讯（周云鹏）今年以来，河
区董家河镇在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
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 紧紧围
绕我区茶产业发展“

6316

”振兴工程和
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创新思路，全力
做大、做优、做强茶产业，在茶产业发
展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茶产业规模显著壮大。 全镇茶园
面积已达

13

万亩， 年产干茶
300

万公
斤，产值达

8

亿元，其中红茶产量达
50

万公斤，产值达
2.5

亿元。信阳毛尖集
团、华祥苑、信阳红、广义、山国饮艺等
12

家重点茶叶龙头企业均在该镇建立

有高标准茶叶种植加工基地。

茶叶品牌日渐增多。 五云茶叶已
自成体系， 成为信阳毛尖中影响最大
的品牌之一，“九拓”、“广义”、“御品
峰”、“西山丰”、“贤峰” 等品牌也声名
鹊起， 成为董家河茶叶品牌中的新生
力量， 并积极申报市级以上茶叶著名
商标。

茶叶品质明显提升。 积极倡导推
广生态种茶、科学管茶、集约产茶，全
镇茶叶质量明显提升， 科技含量逐步
提高， 无公害绿茶面积占茶叶总面积
的
75%

以上， 茶叶价格以年均
80

元的

幅度上涨，且供不应求。

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 该镇充分
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开发旅游资源，培
育茶文化旅游。重建车云山千佛塔，积
极开发车云山、九瀑水寨、广义茶印象
园等茶文化生态观光旅游。 今年吸引
各地游客

8000

余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3000

余万元。

以茶产业、 茶文化为代表的新型
家庭农场方兴未艾。目前，全镇共注册
成立

8

家新型家庭农场， 其中王辉、郝
俊辉、柴照政、朱发阳等四家家庭农场
已初具规模，成效明显。

茶 亦 醉 人 何 必 酒

心静之时最爱品茶， 闲来泡上一杯清
茶
,

让身心充分浸泡在幽幽的茶香之中
,

仿
佛时间都已停止。

百姓喝茶是一种需要， 和尚饮茶是一
种禅，道士品茶是一种道，而文人饮茶则是
一种文化。对于我来说，不敢以文人雅士自
居，但饮茶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

品茶是快乐是消遣是享受，晶莹透明的
玻璃杯内，放入一小撮茶叶，沏上开水，在袅
袅升腾的水汽中，那一片片清香的嫩叶缓缓

舒展着身躯左右摇摆，上下漂浮，有的迅速
沉到杯底，有的则浮出了水面。但无论是沉
是浮，它们都默默无闻、毫不保留地奉献着
自己的绿色和清香，直到生命耗尽。一片茶，

一个人，透过杯中茶叶看人生。人何尝不是
这样， 从学语的幼童到年富力强的青年，有
的人喜欢争名夺利，有的人做事低调，但不
管怎样，最终我们都会走向人生的尽头。

品茶是有讲究的，一杯茶应分三口喝。

第一口试茶温，第二口闻茶香，第三口才可
以慢慢啜饮。呷茶入口，茶汤在口中回旋，

顿觉口鼻生香，茉莉茶的飘香爽口，碧螺春

的柔和鲜甜，云雾的香馨醇厚，龙井的香郁
味甘，一切尽在不言中。

品茶需要好心境。 静心独坐， 捧茶入
定，清苦的茶汁幽香四溢，齿颊留香，从一
片茶叶中可品出山川风景与大自然的精
神，清除烦恼忧虑，心灵复归宁静。处于喧
嚣或烦闷中，难品茶中真味。只有无琐碎事
扰心，无嘈杂声乱耳，静心地去品茶，方会
沉醉其中。

古人把茶当做陶冶性情、 锻炼品格和
思想情操的途径和方法。 唐代的刘贞亮提
出“茶可雅志”、“茶可礼仁”、“茶可行道”、

“茶可修身”的“茶德”。于是古人便常常以
茶为范，以茶载道，把“道”寓于品茶之中，

使茶性与人性相通，茶品与人品相合，借茶
香茶韵，构筑出淡泊谦和的意境。

人生如白驹过隙、草露风灯，短暂得就
像这片片茶叶。 我们不应该刻意地去计较
生活中的得失，我们应该活得实在、活得真
切、活得淳朴、活得坦然。功名利禄只是过
眼云烟， 不必为追求短暂的大红大紫而穷
尽一生， 其实人生如茶味一样清淡略带苦
涩实为最佳。风雨人生、辛酸遍尝，这样的
人生才是富有的、充实的、幸福的。

抛却任何功利思想而言，饮茶是一种情
趣，是一种乐趣。爱茶的人容易醉茶，不过，

茶之醉有别于酒之醉，难怪有诗云：“茶亦醉
人何必酒。”在喧嚣的红尘中，能够坐下来喝
一杯好茶，在平淡中品味生活的乐趣，保持
一份淡泊的心境，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信阳农林学院茶学系十分注重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把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突出地位，推行“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毕业生可获
得“评茶员”、“茶艺师”等职业资格证书。图为“评茶员”职业资格技能鉴定考核现场。

孙慕芳刘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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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慧玲）煦暖
的冬日照在一垄垄修剪齐整的茶
树上， 河区谭家河乡南湾村的
高兴才老汉这几天一直在自家茶
山上忙活着，深耕老茶树、整理茶
园缓冲带、 修砌排水渠……按照
乡里茶叶技术员的指导意见，他
还准备明年在茶园中饲养山鸡、

放养蚯蚓， 再在茶树中间作点小
杂果。“技术员说， 那叫人工复合
茶园生态系统， 那样的茶园产出
的茶叶才优质、生态，还能卖个高
价钱！”畅想着明年的收成，高兴
才干得更有劲了。

高兴才的茶园是河区正在
加快推进的生态有机茶园建设的
一角。 为进一步提高茶叶质量安
全水平，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持
续健康发展， 河区不断强化生
态有机茶园建设和管理， 从源头
上把好茶叶质量安全关。

高标准建设生态茶园。 遵循
生态优先的原则，加快无公害、绿
色、有机生态茶园建设。注重茶园
周边生态环境保护， 做好茶园缓
冲带、路、渠、林、水、电等配套设
施建设。

加大老茶园改造力度。 通过
深耕改土、复壮树冠、更新换种等
形式，大力改造低产、衰老茶园。

通过在茶园中科学饲养家禽，放
养蚯蚓、合理间作果树、蔬菜、绿
肥等， 建立人工复合茶园生态系
统。

积极引进繁育优良品种。加
强本地良种的选育，重点做好“信
阳
10

号”国家级茶树良种的繁育、

推广工作。有针对性地引进、示范、推广适合信阳茶区的
福鼎大白茶、乌牛早等无性系茶树优良品种。

不断提升茶园管理水平。 以示范性茶叶专业合作社
建设为引领，开展统防统治、机耕、机剪、水肥管理等社会
化服务。根据不同地形地貌，科学推广茶林间作、茶果间
作、茶菜

(

花、药
)

套作、茶禽共生、猪
(

羊
)

沼茶复合等生态
有机茶园建设模式，营造宜茶小气候。

科学规范使用肥料农药。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积极推广使用农家肥、茶园专用肥等有机肥料。设立
茶园准用药品名录，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

从源头上确保茶叶质量安全。

推广物理生物防治技术。 积极示范推广杀虫灯、糖
醋、色板、性诱剂等绿色防控技术；保护饲养天敌，维护茶
园生态系统平衡，对病虫害较轻或局部发生的，人工摘除
病虫枝并集中销毁。同时，结合林业森防技术进行综合防
治。

欢迎订阅2014年度《信阳日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

□

冯硕

黑茶的功效与作用

黑茶作为我国特有的一大
茶类，几百上千年的饮用实践和
大量的科学实验证明，黑茶具有
助消化调理肠胃、解酒、消炎灭
菌、防龋齿、抗突变、抗辐射、抗
衰老等作用，特别是对现代人们
高脂、高盐、高蛋白、高热量的饮
食结构，加上缺少体力劳动或运
动形成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
压有明显的下降调理趋势。备受
医学科学界关注。

降脂减肥
黑茶具有促进脂类物质排

出的作用，因而能降低血液中总
胆固醇、游离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及三酸甘油脂的含
量，从而减少动脉血管壁上的胆
固醇沉积， 降低动脉化的发病
率。 还可以活化蛋白质激酶，加
速脂肪分解， 脂肪氧化率高于
12％

。 能有效降低机体脂肪积
累，达到减肥瘦身作用。

增强肠胃功能，提高免疫力
黑茶有效成分在抑制人体

肠胃中有害微生物生长的同时，

又能促进有益菌
(

如乳酸菌
)

的
生长繁殖，具有良好的调理肠胃
功能的作用，其生物碱类能促进
胃液的分泌，黄烷醇类能显著增
强肠胃蠕动。研究还发现，黑茶
中的儿茶素化合物和茶叶皂甙
对口腔细菌、螺旋杆菌、大肠杆
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葡萄球
菌等多种病原菌的生长有杀灭
和抑制作用，因而具有显著的消
滞胀，止泄，消除便秘作用，对经
常坐着工作的白领阶层，有着重
要作用， 也是民间止泄的良药。

黑茶中的茶氨酸等具有良好的
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功能。

抗衰老，调节脑神经作用
人体的自然衰老与包括肿

瘤、心脑血管等退行性疾病有一
同发的过程，即细胞受到氧自由
基的氧化损害。 人体的自由基
95％

以上为氧自由基，氧自由基
是损伤生物大分子，参与多种疾
病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衰老的基
础。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自
由基不断产生， 也不断清除，处
于平衡状态。 但在某些情况下，

自由基产生和清除失去平衡，造
成蛋白质变性，酶活性降低等危
害，从而导致各种疾病和加速衰
老。黑茶中的儿茶素和复杂类黄
酮物质， 具有很活泼的羟基氢，

能提供大量的氢质子与自由基
反应，清除多余的自由基，从而
保护人体健康长寿。

降血压、降血糖
黑茶中的茶氨酸能起到抑

制血压升高的作用，而生物碱和
类黄酮物质有使血管壁松驰，增
加血管的有效直径，通过使血管
舒张而使血压下降。糖尿病是现
代中老年人健康杀手之一，而
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糖尿病的发
病率逐步增加。迄今为止，糖尿
病仍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病，主
要靠药物和调节饮食来控制。有
研究证明，茶叶中的茶多糖对降
血糖有明显效果，其作用类似胰
岛素。 给小白鼠注射茶多糖

7

小
时后，其血糖下降

70％

。而黑茶
中含有较多的茶多糖，是预防糖
尿病的理想饮品，民间也有用黑
茶治疗轻度糖尿病的习俗，而且
是成熟度较高的茶效果越好。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