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我市已投入使用的平价（蔬菜）商店。 本报记者赵锐摄

陈店乡举行纪念“墨子绿色与和平奖”启动仪式

本报讯（廖然）

4

月
22

日是
第

45

个世界地球日，新县陈店乡
举行了纪念“世界地球日”暨“墨
子绿色与和平奖” 启动仪式。该
仪式邀请了绿色环保志愿者、

“英雄梦、新县梦”宣传大使叶览
来到现场， 为陈店中学

600

余名
师生作了以“世界地球日”为主
题的讲座。

叶览从“希望工程万里行”到
“绿色希望行”再到“百企助我行
百国———叶览绿色和平考察之
旅”

,

为大家认真讲述了他的
18

年
环保志愿服务之旅。 他说：“地球
是人类的家园， 人类必须与自然
界和地球和谐共处。 大家应从我
做起、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树
立环保意识， 爱护地球， 热爱和
平。”叶览要求大家继承发扬反奢

倡俭、反战倡和、关注健康的三大
理念，积极推行“反铺张浪费法”、

“反暴力游戏法”、“公共场所禁烟
法”三法行动，努力发起“墨子绿
色和平奖、 林则徐奖和叶览绿色
和平奖”三大奖项。实行“减量”、

“节粮”、“禁烟”三大行动，即希望
大家减少垃圾生产量，爱惜粮食，

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讲座中，叶
览语言生动、 风趣幽默、 立场鲜
明，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在场
的每一位师生被他持之以恒、不
畏艰难的服务精神所感动， 纷纷
表示，要向叶览学习，用实际行动
实现绿色环保。

叶览最后说：“我是一个绿色
行者，播撒绿色希望之种，相信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定会让陈
店的天更蓝、地更绿、景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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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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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斗茗” 更能为信阳毛尖“正名”

何为茶人？ 现如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产茶、制茶、爱茶之人都可称之为茶人。那什
么是斗茶？即赛茶好坏之意，就是人们聚在
一起，采用一定的方法，按照相同的标准，比
较各自茶叶高低优劣的竞技活动，又名“斗
茗”、“茗战”。斗茶始于唐末，到宋代蔚然成
风。下自平民，上至帝王，无不以斗茶为乐。

作为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茶人们比新茶优
劣的一项茶事活动，一场斗茶角逐，犹如一
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茶人所关注。

斗茶具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极富
趣味性和挑战性。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
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比赛内容
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 茶汤香醇度，茶

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在茶都信
阳，只要是说斗茶，哪怕只是茶乡的田间地
头，总能吸引一大帮人纷至沓来。“小时候看
父辈们斗茶， 几乎都是拿着自家新摘新炒的
毛尖茶，在一起比较。”号称“能用舌头分辨出
茶叶产自‘五云’哪个山头”的周姓茶人说，

“那个时候，斗茶也许只是劳动者在采茶季节
之后，拿出自家‘压箱底’的好茶，在和其他人
的交流过程中，当成是种精神寄托。”

正如《舌尖上的中国
2

》第一集“脚步”中
所说的那样，“食物”伴随着人们的脚步迁徙
到各处，同样追随脚步而来的，还有最初以
“消食解腻”为功用的茶叶。在信阳即将获得
农业部“国家级茶叶市场”授牌的前夕，作为
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茶叶原产地批发市场，

信阳也汇聚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茶人，他们带

来的不仅是茶叶，而且也将“斗茶”这一被大
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从田间地头带到了茶叶
市场。在信阳，如果要斗茶，无论是红茶、岩
茶，还是铁观音、绿茶，除了闻名遐迩的“十
大名茶”之外，即使是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斯
里兰卡红茶、台湾拉拉山红茶、祁门红茶、大
红袍、金骏眉、正山小种、台湾冻顶乌龙、贵
州锌硒绿茶等品种，也都汇集于此，茶品醇
厚的口感、茶艺师的精妙茶艺同样伴随着悠
悠的茶香，在杯盏之间穿梭，让人齿颊留香。

在刚刚拉开帷幕的
2014

年河南省“信阳茶城
杯”业余围棋联赛上，众多茶人带来的各种
香茗，也在赛场周围展开了一场“暗战”，让
“一生不赌博、不抽烟、不喝酒，唯嗜茶”的围
棋泰斗、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黄进先在观战
的同时， 足不出户即能品尝到各地名茶之

后，大呼过瘾。

当然，小范围的斗茶，受益更多的则是
爱茶之人。在河区董家河镇的广义茶印象
园，记者就见到了两位慕名到茶乡买茶的外
乡人，从茶农处买到新茶，原本只是路过好
奇而进来看看的他们，在拿出自己采购的茶
叶与茶厂的茶叶进行了一番“斗茶”之后，又
选购了不少茶叶，并表示“如果明年再买茶，

还要先‘斗’上一回”。

名满天下的安溪铁观音成名后，也曾遭
遇过农残、仿冒等危机，而随着信阳毛尖的
金字招牌更加闪光，不乏投机者从西部贩来
其他的春茶以次充好，在信阳毛尖统一标准
尚未建立的目前，“斗茶”这一活动，不仅能
为茶人提供交流的平台， 更能为信阳毛尖
“正名”。

信阳日报社宣

我市中心城区首批20家农副产品

平价直销店下月将投入运营

本报讯（记者赵锐）

3

月初，市物价办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
及河区、平桥区、罗山县基金办的负责同志对

2014

年我市中心
城区首批

20

家农副产品平价直销店的选址情况进行了实地察看。

对直销店的建设，市物价办策划早、安排早、启动早。在今年
1

月份就先后两次召开了河区、平桥区、罗山县等两区一县
13

家蔬菜基地负责人座谈会，提出了建设平价商店（直销店）的构
想、要求和目标。

2

月
11

日，市价调基金办第二次组织召开了直销
店选址协调工作会议， 在会上对

6

家蔬菜基地明确了目标和任
务。此次我市

20

家平价蔬菜直销店的确立，以蔬菜基地投入建设
为主，实现真正的农超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以最低的价格
面对市场、面对群众。

20

家平价蔬菜直销店分布在河区、平桥区、羊山新区较大
的居民社区周边。物价部门在选点布局时做到布局合理、区位明
显、走进社区、方便群众，对于重复的或者过于集中的选址，则进
行了适当调整。

选址完成后，市物价部门对确定的平价（蔬菜）直销店做到
“五统一”，即统一门头形象、统一悬挂平价商店牌匾、统一装修、

统一宣传标语、统一平价农副产品管理目录。目前
20

家农副产品
平价商店已在装修中，预计

5

月份投入运营。

市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获“全省价格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记者赵锐）在信阳市物价办
被评为全国价格工作先进集体之际，市价格
调节基金办公室也荣获了全省价格工作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我市自
1999

年设立价格调节基金以来，

紧紧围绕价调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宗旨，积极、主动地开展征收工作，加大投放

扶持力度， 积极服务社会， 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

2010

年价格调节基金征收首次过千万元，

2013

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除了征收大幅增
长外，价调基金在征管方式、使用程序上都进
行了大胆创新，突破了制约发展的瓶颈。

如何用活、 用好价格调节基金多为人民
群众谋福祉， 多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成为

新的课题。 按照国家、 省价格主管部门的要
求，结合信阳实际，除了每年对弱势群体发放
价格补贴外，

2013

年，市物价办着力打造了信
阳市“菜篮子”建设“双十工程”———中心城区
十大平价（蔬菜）商店和十大蔬菜种植基地，

把做大做强信阳市“菜篮子”工程作为价调基
金工作的突破口。

2013

年
9

月
30

日，信阳市中心城区依托西
亚和美、新玛特、银座、亚兴、百家等现有大型
超市蔬菜区建设的十家平价（蔬菜）商店正式
投入运行。

2013

年， 市物价办向全市
11

个蔬菜生产
基地投放扶持资金

530

万元，并投放农贸市场
建设和越冬蔬菜储备

100

万元。

今年， 市物价办将在信阳市中心城区新
建
50

家农副产品平价商店， 并大力推动平价
（蔬菜）商店进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够买到平价菜、放心菜。

淮滨县价调基金工作取得长足进展

本报讯（记者赵锐）

2013

年淮滨县物
价办共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450

万元，建立
5

个
平价商店，投放资金

60

万元，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该县领导主持召集
17

个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价格调节基金征管
工作， 重新调整了价调基金领导小组成员，

明确了职责， 进一步强化工作的组织和协
调；出台了《淮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滨
县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配齐配足征收队伍，制定科学详实的具
体征收方案，狠抓落实；层层签订目标考核
责任状，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该县全方位进行价调基金政策的宣传，营

造良好的征收环境。充分发挥电视、媒体作用，

播放了为期一年的价调基金专题宣传片， 出动
宣传车在全县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和各乡镇巡
回宣传《淮滨县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和有关征收政策，并将相关资料挨个送到各
被征收对象手中，让相关单位知晓征收政策。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

该县先后投放
60

万元在老城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 下岗职
工集中居住地方、最大的居民小区、最大的集
贸市场、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建立

5

家平价商
店。平价商店运行

4

个月以来，社会反响好，群
众满意率高。价格由物价部门直接监控，每天
有价格监督员进行采价并进行张贴， 公示在
商店门口，商店无权改动价格。

□

张诗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