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 议 书

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
界人士和广大群众：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4

年起，每年
10

月
17

日确立为全国“扶贫日”。扶贫济困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建设美丽信
阳的时代要求。近年来，信阳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 不断创新扶
贫开发方式， 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扶
贫的良好氛围，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是，由于受历史、经济基础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我市贫困面还比较大。目前
信阳市还有贫困村

773

个， 年农民人均纯
收入低于

2736

元的贫困人口
62

万人。他
们迫切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扶贫者，人恒爱之；济困者，行善积
德。在全国首个“扶贫日”来临之际，为帮
助信阳市的

62

万贫困人口早日实现脱贫

致富，我们真诚倡议：

市各级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
织、 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 发扬扶贫济
困、 助人为乐的慈善精神， 深入贫困乡
村，建设基础设施、扶持致富产业、援助
贫困家庭， 以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困难家
庭和群众走出困境！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相信，

您的慈爱与奉献，将会让弱者不在无望，

让贫困不再无助。您的真情厚意，一定会
赢得全社会的尊重！

我们期待您的积极参与， 衷心感谢
您的大力支持！

咨询电话：

0376-6366647

；

0376-6366645

信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16

日

相关链接：

扶贫标准及扶贫对象的确定
2011年， 我国确定了新的扶贫标准：

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折

合为1天1美元），在扶贫标准以下具备劳

动能力且有致富意愿的农村人口为扶贫

工作主要对象。 国家统计局测算当年全

国扶贫对象规模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

籍人口的13.4%；河南省的贫困人口约为

1150万人，贫困发生率14.15%，信阳市建

档立卡的扶贫对象为35.9万户、116.6万

人，贫困发生率为17.9%。我市有光山县、

新县、商城县、固始县、淮滨县、潢川县共

6个县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连片特困地

区县（简称片区县）；罗山县、息县被省

委、 省政府确定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 全市涉及180个乡镇的1033个村被确

定为重点贫困村。 扶贫对象实行动态管

理， 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持。2014年

开始实施精准扶贫，全市7县2区中（不含

固始县）确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773个，

贫困人口62.1万人（2013年人均纯收入在

2736以下）为精准扶贫对象。

当前扶贫工作的要求
坚定一个目标。 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

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和住房。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主

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扭转发展差

距扩大趋势”（简称“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两个重点。既要突出重点，瞄准贫

困村、贫困户，又要统筹扶贫规划、城镇化

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和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通过区域整体开发改善发展条件和环境，

两个“轮子”一起转。

培育三个品牌。即“雨露计划”、扶贫小

额贴息贷款和易地扶贫搬迁。

把握四个关系。 即持久战与攻坚战的

关系、 解决突出问题与创新工作机制的关

系、中央扶贫事权与地方扶贫事权的关系、

“输血”和“造血”的关系。

做好五项工作。 尽快开展贫困识别和

建档立卡工作、规范完善驻村帮扶工作、努

力增加扶贫投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

组织实施片区规划和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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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重点贫
困地区和粮食重要产区。全市七个县全部
为贫困县，其中光山县、新县、商城县、淮
滨县、潢川县为国家扶贫开发大别山片区
县；罗山县、息县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

2013

年底，全市有贫困人口
62.1

万人，

扶贫开发重点村
773

个，贫困人口、贫困村
均占全省近十分之一。 全市耕地面积
685.2

万亩，

2013

年粮食总产
117.1

亿斤，占
全省的

10%

、占全国的
1%

，为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1

年《国家扶贫开发纲要》颁布以
来，全市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以创新
机制为动力， 以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
收、农村发展为目标，在扶贫开发上，以
全市农村贫困村、 贫困户和扶贫龙头企
业为扶持对象， 围绕国家大别山贫困地
区群众脱贫工程规划， 积极做好村级道
路畅通、饮水安全、农村电力保障、危房
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教
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贫
困村信息化等

10

项重点工作； 在农业综
合开发上， 以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粮食
核心区建设为中心， 以建设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工程”为载体，夯实粮食增产基
础，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支持
产业化经营项目为抓手， 提升农产品综
合效益，持续增加受益农户人均收入；以
推进项目资金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为目
标，积极创新节点管理机制，努力提高农
业综合开发管理水平。高标准农田建设达
到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
路畅通、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
质高产高效的目标，成为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示范区。

四年来，全市共争取扶贫、农开各类
项目投资

13.1

亿元（其中扶贫资金
6.7

亿
元，高标准粮田建设投资

5.3

亿元，农开
产业化项目投资

1.1

亿元）。 全市共稳定
解决了

28.7

万人的温饱问题， 贫困农民
人均纯收入由

2011

年的
6365

元提高到
2013

年的
7982

元； 共建成高标准粮田
60

万亩，每年可增加粮食产量
1.2

亿斤。

扶贫开发上台阶

———建设基础设施， 夯实贫困人口
增收致富基础。实施整村推进，改善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2011

年以来，全市共
有
326

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投入财
政资金

2.66

亿元，修建村组入户道路
937

公里，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11.8

万亩，

解决了
2.2

万人、

1.6

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
难问题。实施过整村推进的贫困村

,

基础
设施显著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致富
产业初步形成。

实施搬迁扶贫，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
环境。全市搬迁扶贫工程涉及新县、商城
县、光山县、罗山县、河区共

5

个县区，各
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这一核心，突出抓好安置点落实、项
目资金整合、 工程质量监管三项重点，使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社会事业明显进步、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截至
2014

年，全市累计投入搬迁扶贫资金
94985

万元， 其中中省财政资金
12495

万
元，整合各部门资金

19246

万元，群众自筹
63243

万元，共有
8679

户贫困户搬出深山，

建成搬迁新村
253

个，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

实施到户增收， 帮助贫困群众发展
增收项目。四年来，全市共争取到户增收
试点项目总投资

10788

万元，其中中省级
资金

4830

万元，社会资金
5958

万元。项目
覆盖贫困农户

11989

户、 受益贫困人口
45567

人。

———提供信贷支持， 提高贫困人口
融资能力。加大小额信贷贴息支持力度。

四年来， 全市共争取小额信贷贴息财政
扶贫资金

1575

万元， 用于扶贫到户增收
试点项目。项目可覆盖农户

8377

户，人均
增收

1547

元。

争取互助资金支持。四年来，全市开
展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投入财政
扶贫资金

715

万元，户均增收
1000

元以上。

建立村级“扶贫互助社”

55

个，已扶持
3887

户农户发展了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和
运输业项目，其中贫困户

2281

户，户均增
收
1000

元以上。

———强化社会扶贫， 提升贫困人口
自我发展能力。实施“雨露计划”。四年
来，依托全市“雨露计划”培训基地共培
训贫困劳动力

9.1

万人，中省财政投入资
金

6780

万元， 其中短期技能培训
5.3

万
人，转移就业

5.1

万人，转移就业率达到
95%

。 经培训就业的贫困农民收入比不
参加培训的收入高出

1/3

以上，这些人大

多数成为技术骨干， 实现了培训初期提
出的“一次培训、长期受益，一人务工、全
家脱贫”的目标和效果，全市的培训工作
多次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社会各
界的普遍关注和广大贫困农民的衷心拥
护和欢迎。

大力开展社会扶贫工作。四年来，中
直、省、市、县（区）定点帮扶单位

1081

个，

帮扶贫困村
1081

个， 派出定点帮扶干部
2002

名，其中处级
292

名，处级以下
1710

名； 深入到帮扶的贫困村考察的人员
2590

名，其中处级
405

名，科级以下
2191

名；共投入各类资金
13084

万元，其中现
金
9414

万元，物资折款
3670

万元；帮助引
进各类资金

50880

万元，帮助上项目
1556

个，帮助引进人才
1291

名，帮助引进技术
658

项； 举办培训班
1241

期， 共培训
118195

人次，组织劳务输出
129084

人次，

资助贫困学生
8566

名。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拓宽贫困
人口增收致富渠道。 加大支持扶贫龙头
企业力度。

2011

年以来全市共申报产业
化扶贫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贴息贷款
扶贫项目

149

个，共争取中省财政扶贫贴
息资金

4993

万元。 通过贷款贴息项目利
用国家产业扶持政策， 加大对龙头企业
的扶持力度， 强化了龙头企业带动贫困
人口的脱贫作用， 受益农户

3.5

万户，新
增就业人数

1600

多人。

加大科技扶贫支持力度。

2011

年以
来全市争取省级科技扶贫项目

75

个
,

争取
中省财政扶贫资金

3867

万元，扶持贫困村
125

个，受益贫困周转人口
6.2

万人，户均
增收

1100

元。

综合开发见成效

———土地治理项目成效显著。 全市
2011-2014

年度上级下达全市农业综合
开发土地治理项目任务共

52.1

万亩，其中
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21.7

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30.4

万亩，建成罗山县养马河中
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1

个， 总投资

61201.7

万元，其中财政投资
53428.2

万元，

自筹资金
7773.5

万元。通过扩建加固小型
水库、建拦河坝、排灌站、打机电井、科技
推广等措施，在项目区建成一批“田成方、

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

电配套、农机化、科技优”的高标准粮田。

2012

年
3

月，《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条例》

颁布实施，我们以贯彻落实《条例》为契
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打造了一批
的品牌工程、精品工程、亮点工程、民生工
程，深受项目区干群的好评。三年来，省、

市等各级领导先后多次到淮滨县、 息县、

罗山县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视察，并给
予高度评价。 国家农开办副主任刘世江、

省农开办原主任井剑国、主任庞学孟分别
到全市检查调研，对农开项目给予了较高
评价。通过综合治理开发，项目区林木增
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
善，农民生活居住环境得到了美化。土地
治理项目建成区初步形成新增生产能力：

粮食
6540.3

万公斤，棉花
13.6

万公斤，油料
324.4

万公斤，其它农产品
160.6

万公斤，新
增种植业总产值

30718.6

万元； 项目区直
接受益农户

6.8

万户， 直接受益农业人口
25.3

万人，年纯收入增加总额
9528.2

万元。

———积极实施产业化经营， 推进农
业产业集群规模发展。

2011

年来，信阳市
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先
后以市政府文件下发了《关于加强农业
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建设的通知》和《关
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施意
见》，制定了《信阳市农业产业化集群发
展规划（

2012-2020

）》，依托信阳特色优
势资源，重点围绕茶叶、畜禽、林业等特
色优势产业做文章，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初步形成了“培育一个特色企业、建成一
个生产基地、拉长一个产业链条、富裕一
方群众” 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格局。 四年
来，累计完成产业化项目

141

个，其中茶
叶项目

62

个，粮油加工项目
34

个，畜禽养
殖项目

13

个，其他种植项目
32

个。总投资
76553.4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9581

万元。

信阳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宋效忠
信阳是中国著名的茶乡， 是我国古老的八大

茶区之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信阳人就开始种
茶，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十大名茶
之一，信阳茶鲜嫩肥厚、色泽碧绿、白毫显露，从唐
代起就被选为贡品上贡朝廷，一直备受世人青睐。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实地寻茶、追茶的所知所得，日
常品茶、嗜茶的所感所获，对信阳茶的历史进行了
初步的考证，对信阳茶的现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对信阳茶的前景进行了预期的展望， 以期对世人
了解信阳茶的昨天、认识信阳茶的今天、展望信阳
茶的明天有所裨益。

昨天：源远流长 誉满华夏

1.

文物见证。

1987

年初春，固始县砖瓦厂工人
在取土时发现一个战国墓， 信阳地区文物局的同
志于当年

3

月
4

日至
19

日对这个墓进行了考古发
掘。 据当时考古发掘组副组长刘开国同志提供的
资料， 这个墓是一个双�三棺竖穴墓， 陪葬品不
多，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品。根据
墓葬规模和陪葬品推断， 墓主人可能是一个士大
夫级别的官员， 但是在打开他的�以后发现在棺
材的盖上有厚厚的一层植物叶子， 这些叶子用棕
绳结成网网着。后来，经专家辨认这些植物叶子是
茶叶，这一发现印证了《周礼·地宫司徒》中的记
载：“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掌荼”是西周
春秋时期王宫里掌管茶叶的一个机构， 专门负责
定时收购茶叶，在王室办丧事时安排用途。这就印
证了茶叶在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它
已被人们作为办丧事用品。这个发现说明什么呢？

说明至少在
2400

年以前， 信阳人就在种植和利用
茶叶。

2.

文献记载。我国最早见诸于文字有关茶的记
载是西晋左思的一首《娇女诗》，后来，唐代陆羽在
写《茶经》的时候曾引用了左思《娇女诗》中有关茶
叶的记载，但是《娇女诗》不是专门写茶叶的。专门
写茶叶的是比左思晚

20

年左右的西晋大文人杜
毓，此人年少时被誉为晋朝神童，二十五六岁便任
汝南太守（历史上好多时期信阳曾归汝南管辖）。

杜毓在做汝南太守时，他写了一篇《�赋》（�是历
史上茶的代用字之一），历史上为茶写赋的文人很
多，但没有比杜毓更早的了。这篇《�赋》共

86

字
（一说

128

字），其词曰：“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
�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
惟初秋，农功少怀，偶结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
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

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
敷。”这首赋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高大的灵山
啊孕育着丰富的物产， 沃土甘霖滋润着满山遍野
的茶树。初秋之日，农闲之时，正是采制秋茶的季
节，茶农们忙着采茶、制茶。煮茶用岷山溪流、清泉

活水；品茶器皿要选越州的青瓷；饮茶要效仿古代
的公刘（周文王的祖先），酌之以匏。观赏煮好的茶
汤，茶沫粗沉细浮，上浮的茶沫胜似白雪，灿如初
春的阳光，品味鲜爽，芳香四溢。”杜毓活了

40

多
岁，死于永嘉之乱。他的一生，除了在汝南做太守，

还在京城做过右将军、国子祭酒等官。他在汝南做
太守有机会了解茶山、茶乡、茶农、茶情，写出了中
国第一篇茶赋。这篇茶赋的开头所提到的“灵山惟
岳”，一般的解释是指大山或仙山幽静，但有学者
认为就是指罗山县的灵山。 这些文字的记载也可
以反映出信阳种茶及茶文化发展的历史。

3.

古树为记。

2003

年
7

月，鸡公山风景管理区开
展辖区内植物资源普查登记， 发现了李家镇旗杆
村大茶沟一带的野生古茶树丛。

2009

年市文物局
的同志对大茶沟的古茶树进行了普查登记。 需要
注意的是这些茶树的发现地点在一个叫大茶沟的
地方，而这一带不仅有大茶沟还有小茶沟，同时还
有几处地方也以茶命名。根据一般规律，以物命
名的地方，有物在先应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什么
时候这个地方有了茶树，没人能够说清楚。就这
里最大的一棵茶树而言，株高约

4

米多，株径为
94

公分，生长在海拔
671

米的悬崖峭壁上，从它的立
地条件上分析， 这棵茶树应是信阳历史上野生茶
树的遗株。

我们国家近百年来， 也就是从
20

世纪的
1920

年代到现在，在全国各地
15

个省份，

197

个地方，先
后都发现了野生茶树，而奇怪的是河南没有，信阳
鸡公山大茶沟发现的古茶树填补了这个空白。受
茶叶通史记载的影响， 一些人认为信阳种茶是从
四川传过来的。对于这个说法，我曾在

2011

年中国
茶叶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
信阳种茶不是从其他地方传过来的， 而是信阳的
先民们将野生茶改造而来的。

正是信阳种茶历史源远流长， 信阳茶在历史
上就誉满华夏。首先，我们看陆羽是怎么说的，陆
羽在写《茶经》时把全国种茶分为八大茶区，信阳
现在所属的县区皆被他列为淮南茶区；对茶品质
的评价陆羽也明确写道：“淮南以光州上”；并且还
具体的说光山县黄土岗这个地方的茶好， 义阳县
东十八里钟山的茶好。 义阳县钟山就是现在信阳
市平桥中山铺。《宋史

.

食货志》记载了信阳出产茶，

还明确记载了信阳出产团茶、饼茶，同时还出产散
茶，并且说明信阳出产的散茶有雨前茶、龙溪茶，

其中龙溪茶最好。 龙溪茶的出现说明信阳茶从冠
以地名向品牌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北宋时期，淮
南茶已经进入全国产茶的前三名， 信阳光州所辖
的县有近百万担的产量，信阳茶不仅产量高、种植
面积大，而且品质好。苏东坡盛赞信阳茶说“淮南
茶信阳第一”。 生活在

11

世纪的苏东坡和
8

世纪的
陆羽对信阳茶的赞扬是一致的，这说明

300

余年间
信阳作为淮南茶区不仅在发展面积上比较稳定，

在发展质量上也在稳步攀升。

另外，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还记载了光州
的其他几个名牌散茶，比如：东首茶、浅山茶、薄侧
茶等。

但从北宋末年后的一百多年间， 信阳茶遇到
了毁灭性的灾难。

1126

年金兵破汴梁， 南宋建立，

金兵大举南下打到淮河岸边， 从
12

世纪
20

年代到
13

世纪
60

年代大约
140

年间，西起桐柏、襄樊，东到
合肥尤其在信阳一带， 是金与南宋两军对峙争夺
的地方，双方军队在此拉锯混战了

130

余年。据地
方志记载，信阳、罗山、光州、固始在这几十年间州
无置所、县无置所，可以说城无城、乡无乡，当地绝
大多数老百姓都南迁了。 战争使当地的经济遭到
毁灭性的打击，田地荒芜，茶园也难逃此劫难。从
元朝开始、特别是明代以来，信阳茶才得以恢复。

在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信阳茶通过曲折
的途径到会参评并获得了金奖。

信阳茶既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也有过誉满华
夏的辉煌，还曾经经历过毁灭性的灾难，这就是信
阳茶的昨天。

今天：发挥优势 快速发展

信阳茶的今天应该从全国解放说起， 但信阳
茶真正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最近几
年。以信阳县（现平桥区）为例，解放时共有茶园
6000

余亩， 发展将近
10

年到
1958

年才
2

万多亩，发
展极为缓慢， 因为当时土地主要用于开荒种粮食
填肚子。快速发展是实行联产承包制后，特别最近
几年发展较快。信阳茶的今天概括起来有三点：

首先， 区位地质优势造就了信阳茶的品质优
势。信阳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山区森林茂密，云雾弥漫，土地酸碱度
适中，肥力较高，特别适合种茶。从外形上看，信阳
毛尖细园紧直，色泽翠绿，白毫显露；从品茶来说，

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爽回甘，香气馥郁持久。

其次， 品质优势成就了信阳毛尖屡获殊荣。

1958

年， 在全国评茶会上信阳茶被评为全国十大
名茶；

1985

年，商业部组织的绿茶评选，信阳茶获
质量银奖；

1990

年，商业部组织绿茶评选，信阳茶
以总分第一荣获质量金奖；

2007

年，日本举办世界
绿茶大会信阳茶获最高金奖。改革开放以来，信阳
毛尖无论是在世界级、 国家级还是民间组织的各
类评选活动中，拿下的奖项数以百计。今年，信阳
毛尖的品牌价值已经达到

52

亿元， 位居全国前三
甲， 同时也被人民网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产
茶地的第一名。这就是区位优势造就了品质优势，

品质优势成就了品牌优势。

第三，品牌优势助推了信阳茶产业的发展。近
年来，市委、政府充分发挥信阳毛尖这一特色经济
的优势， 迅速把这一特色经济培育成信阳经济的

支柱产业之一。截至
2013

年，信阳茶园总面积
210

万亩占全国
3869

万亩的
5.4%

， 在全国地级市中占
第二位；总产量

5.7

万吨、占全国
189

万吨的
3%

；总
产值

85

亿、占全国
1106

亿的
7.7%

；茶企
860

多家、占
全国

6.7

万家的
1.2%

；中国驰名商标
5

个、占全国
110

个的
4.5%

； 全国百强茶企
6

家， 国家级龙头茶企
1

家。本省内信阳茶馆茶楼
280

多家，茶贸市场
120

多
个， 茶叶从业人员

120

万人， 茶农人均种茶收入
4500

元。特别是近两年来，红茶的问世，打破了我
们信阳绿茶一枝独秀的格局， 使信阳绿茶有了一
个“红妹妹”。

信阳茶产业的发展在这里我举两个小例子，

一个是董家河镇集云村，

40

户人家，

180

人，全靠种
茶、卖茶为业。现在有

10

户人家在市里买房、

20

户
在镇里买房从业， 只有少数几户人家仍在本村居
住。茶园流转后，三分之一的人外出打工，三分之
一的人经营茶叶，三分之一的人在家打理茶园。茶
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化的推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另外一个茶企的例子是文新茶业公司。 刘文
新从

1980

年末期， 初中毕业后从乡下到信阳市小
本经营茶叶，

1995

年才开始租了一间门面从事茶
叶的销售。 从

1995

年注册文新茶叶公司到现在
19

年时间，企业发展迅速，现在资产近
6

个亿，在全国
拥有自主品牌茶叶店馆

169

家，加盟店
300

多家，包
括香港等地。这两个例子就说明，茶产业在培养茶
企做大做强，解决茶农致富方面功不可没。

明天：睿智创新 茶乡梦圆

尽管信阳茶近些年发展强势， 但也存在不少
问题。比如：茶园建设标准不高，产业链条延伸不
够，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

政策和技术支持亟待加强等，这些问题带有共性。

同时，国际上茶的总体形势是供大于求，我们把茶
产业发展中的常规性问题解决得越到位， 发展得
越快，国际上茶叶供大于求的局面可能会更严峻。

我想在这里抛开技术层面谈谈未来茶产业发
展的一些看法和不成熟的建议。

一要积极发展保健茶产业。我认为，不管是茶
农也好、还是茶企也罢，如果不在发展保健茶产业
上突破，是很难把茶叶这篇文章做大的。我们国家
13

亿多人口，喝茶的才
2

亿多，零头都不到。为什么
这么少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茶的功能单一，

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只是个改变水味的饮料。茶产
业的突破必须从茶的功能上突破，从功能上创新。

怎样在保健上来创新茶的功能呢？ 我认为首先是
要做好结合的文章， 就是把茶与不同的中药材搭
配，给人们以防病保健的功能。这个问题近年来已
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但是还远远不够。特别
是茶企业不舍得在人力和财力上投入， 不注重加
强保健茶的研究和推广。大家知道，唐以前，对大

多数用茶之人来说茶并不是清饮品， 而是唐宋时
期的文人把它清饮化了。从人们的保健角度讲，茶
叶究竟是清饮好， 还是根据保健需要与其他中药
材配伍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里的关键是要研
究如何搭配怎么搭配的问题， 解决好口感和保健
功能的统一问题。其次是要做好配伍的文章。俗话
说：“好酒靠勾兑，好烟靠搭配。”凡是好酒都是勾
兑出来的，凡是好烟都是搭配出来的，中华烟就不
是一个地方的烟叶生产出来的。那么，茶为什么就
不能相互搭配使其味道更香、更纯、更滑、更绵呢？

我认为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它与烟、酒的“理”是相
通的。 源于唐兴于宋的斗茶之风把茶引向了张扬
个性、独善其身的发展之路，逐步背离了“和”这个
茶道最核心的宗旨和精髓。我做过不同品种、不同
比例的绿茶搭配试验、红茶搭配试验、青茶搭配试
验，以及绿、红、青相互之间的搭配试验，口感都比
单一冲泡的效果好。英国的立顿红茶为什么能做
大呀？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它是拼配茶。立
顿红茶是

1980

年代创立的品牌，这个茶的最大特
点就是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茶拼配到一块，它可
以与咖啡，与牛奶调和着喝。所以，它能适应世界
各地区不同种族口味的需要，只有适应了不同人
的口味才能有销路。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立顿的
经验。

发展保健茶产业是方向、是趋势、是件迟早
的事。谁在这个问题上下手早，探索得细，研究得
深，突破得快，谁就能够拥抱茶的明天，拥有茶的
明天。

二要加快发展文化茶产业。 茶文化是结合文
化，是承载文化。任何文化只要与茶结合，或以茶
为载体，就具有茶文化的鲜明特征。因此，茶文化
内涵十分丰富，外延十分广泛，发展文化茶产业的
空间也十分广阔。不管在茶生产环节、流通环节、

消费环节，还是茶文化产品、服务产品、宣传产品
等都能与文化结合起来，都能做出来优美的文章。

三要突出发展旅游茶产业。 茶文化消费是物
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结合。 旅游茶产业是茶文化
消费的重要平台。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体验式消费、

体验式旅游， 而在茶旅游产业上能够让游客体验
的平台最多。就信阳南湾湖来说，环湖一圈

100

多
公里，有五六十公里都是在茶园中穿梭，环湖游就
可以集文化、休闲、观光、体验、购茶为一体，是一
条茶旅游的精品线路。

信阳茶的明天除了从科技层面要不断创新，

解决好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还应该在茶产业方
面不断改革和突破，在茶文化方面努力融合、丰富
和提升。 我相信， 通过我们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
力，茶农茶企的明天一定是灿烂的，茶乡茶区的明
天一定是辉煌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14

年
4

月
29

日第
22

届信阳
茶文化节国际茶商大会上的演讲整理）

扶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

扶扶

贫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贫

贫

贫贫

济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济

济

济济

困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困

困

困困

润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润

润

润润

民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

民民

心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心

心

心心

强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强

强

强强

农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农

农

农农

惠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惠

惠

惠惠

民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

民民

结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结

结

结结

硕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硕

硕

硕硕

果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果

果

果果

———信阳市2011-2014年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综述
□

扶平

稿件统筹：市扶贫办

扶 贫 邀 您 一 起 参 与

关注10·17首个全国“扶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