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市茶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摘要）

一、发展现状

（一）茶叶基地已具规模。截至目前，全市茶园
面积达到

210

万亩，茶园面积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二
位， 成为江北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和全国知名的
绿色无公害茶产销基地。同时，全市良种繁育基地
从无到有，从大力引进到自繁自育，每年建立茶树
良种母本园近

1

万亩，苗圃园
600

多亩，可出圃无性
系良种茶苗近

1

亿株。茶树良种“南茶北移”驯化基
地和繁育中心初步形成。

（二）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目前全市已
有茶叶生产加工企业

800

多家， 百万资产的茶农
（大户）

500

多户，茶叶专业合作社近
500

家，茶农近
100

万，从业人员近
120

万人。培育了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12

家，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

52

家，中国茶行业百强企业
8

家，全国重
点产茶县区

8

个。 羊山茶产业园区已初具规模，
河区茶产业集群已被列为省级试点产业集群，全
市茶产业集群已被省里确定为优先发展和重点支
持的农业产业集群。

（三）产业效益显著提升。

2011

年，全市茶叶总
产量达到

4.6

万吨，总产值达到
55.8

亿元，涉茶综合
产值近

70

亿元，其中红茶产量
600

万公斤，产值
15.5

亿元。茶农人均种茶收入已达到
3500

元，占全市农
民人均收入的

55%

；在一些茶叶生产专业村，种茶
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90%

以上，茶产业在强农富民中
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彰显，茶产业的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提升。

（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2010

年
4

月“信阳红”

研制成功。随后两年“信阳红”迅速推向全国，红遍
了大江南北。同时，黑茶（砖茶）、青茶（信阳观音）、

CTC

颗粒红茶、花茶等茶类的开发生产也取得了突
破。目前，我市已形成绿茶、红茶比翼齐飞，其他茶
类共同发展的可喜局面，茶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茶叶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

（五）品牌创建成效显著。截至
2011

年，全市已
成功培育出

4

个中国驰名商标，

9

个省级著名商标，

3

个中国名牌农产品和
6

个河南省名牌农产品。一
大批龙头企业在全省

18

个地市和全国各主要城市
建立品牌形象展示展销店

200

多家，设立营销网点
1200

多个。信阳毛尖品牌价值达
45.71

亿元，位列全
国第三。“信阳红”已被评为中国十大红茶。

（六）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近几年，我市不断强
化茶叶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拉长了产业链条。卢
氏、辰龙、华隆等出口精加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茶饮料、茶食品、茶日用品以及茶包装、茶机械等
相关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环宇绿茶天然纤维内衣、

信阳毛尖集团的“得正”蜂蜜凉茶、新林茶叶的速
溶茶、灵山茶业的“信阳红”茶酒、茶多酚胶囊等茶
叶深加工产品相继投放市场。 茶文化节连年成功
举办，知名度、影响力逐年提升。

我市茶产业经过“十一五”以来的快速发展，

实现了由小到大的目标， 茶园面积一跃成为全国
地级市第二名， 但从产量、 产值和市场占有率来
看， 信阳仍处在国内茶产业发展第二方阵， 离浙
江、福建等产茶强省的茶叶强市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发展趋势、竞争力及市场前景分析

（一）发展趋势
1.

茶叶产销持续稳定增长。近年来，世界茶叶
生产发展迅速， 茶叶产量从

1990

年的
252.3

万吨增
长到

2011

年的
421.7

万吨，增幅达
69.5%

；贸易量从
1990

年的
113.4

万吨增长到
2011

年的
179.8

万吨，增

幅达
58.6%

。

2011

年， 中国茶叶产量为
162

万吨，出
口
32.26

万吨，出口金额
9.6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9.9%

、

6.66%

和
23.08%

。

2.

消费需求增长强劲。茶叶正在成为世界饮料
的主导产品，需求量位居三大天然饮料之首。

2011

年，我国绿茶出口量达到
25.74

万吨，出口金额
7.0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9.93%

、

24.62%

。绿茶是我国
茶叶出口的第一品类。红茶因其特殊的保健功效，

消费量呈快速上升趋势， 在国际市场红茶份额已
占到

75%

以上。

3.

质量安全要求日益严格。我国建立了茶叶质
量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专门制定实施了出口茶叶
质量安全控制规范国家标准， 欧盟茶叶检验由原
来的

100

多项增加到
2000

多项，日本设限的茶叶农
药残留由

83

种增加到
144

种，茶叶质量安全问题受
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4.

茶叶综合利用明显增加。茶饮料作为世界三
大饮料之一，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增长
率多年保持在

10%

以上。同时，茶叶深加工综合利
用发展势头强劲，茶产业的链条不断延伸拉长，种
茶制茶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

5.

“南茶北移、东茶西移”趋势明显。近年来，

随着引种技术的成熟，北纬
38°

的种茶界限已经突
破，“南茶北移”趋势明显。同时，随着我国区域经
济由东向西逐步转移推进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
快， 茶叶生产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十
分显著。

（二）竞争力分析
1.

自然条件优越。信阳地跨淮河，位于中国亚
热带和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秦岭

-

淮河）上，属亚
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降雨
丰沛，空气湿润，土壤呈酸性，肥沃、无污染，适宜
种茶。目前，全市尚有

200

多万亩宜茶荒山坡地可
以利用，而且这些区域污染和病虫害较少，是生产
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的理想地区，发展
空间大。

2.

茶叶品质极佳。我市茶区属高纬度茶区，四
季分明，病虫害发生少，茶叶芽肥叶嫩，具有持嫩
性好、芽叶肥壮、水浸出物丰富、耐冲泡等品质特
色，特别是影响香气和滋味的芳香物质、氨基酸等
含量高，茶多酚、咖啡碱含量适中，奠定了生产优
质茶叶的良好基础。中国十大名茶“信阳毛尖”、中
国十大红茶“信阳红”和地方名茶“赛山玉莲”、“仰
天雪绿”等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信阳炒青茶已成
为出口眉茶提升品质必不可少的拼配成分， 占全
国绿茶出口量的

1/5

。

3.

区位交通便利。信阳是全国
44

个交通枢纽城
市之一，北距郑州

300

公里，南距武汉
200

公里，东
距合肥

340

公里，三条铁路、三条高速、三条国道在
信阳境内形成多个十字交叉， 特别是京广高铁建
成通车，将信阳融入郑州、武汉一小时经济圈，南
北贯通， 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特殊的地理位
置，更有利于促进南茶北销，易于打开中部以北的
全国大市场。

4.

茶文化底蕴深厚。信阳种茶始于东周，名于
唐，兴于宋，盛于清，历史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迄
今已有

2300

多年的历史，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

5.

品牌优势显著。信阳是茶的故乡，茶是信阳
的象征，信阳毛尖是信阳市的“金名片”。

1915

年获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1958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
名茶；

1990

年以最高分获得中国质量奖金奖；

1999

年获得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

2007

年荣获日
本世界绿茶大会最高金奖；

2002

年“信阳毛尖”原
产地地理标志获国家质监总局批准；

2003

年“信阳
毛尖”证明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

2008

年年底

《地理标志产品信阳毛尖》国家标准获国家标准
委批准发布；

2010

年年初，信阳在人民网被全国网
民评为“百姓信任的产茶地”；

2011

年，经浙江大学
CARD

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评估，“信阳毛尖”品牌价
值达到

45.71

亿元；新派红茶“信阳红”被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评为“中国十大红茶”。

6.

产业体系健全。我市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
茶叶生产管理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教科研、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体系，引
进了一些最新科技成果和急需的专门人才， 培育
了大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茶叶专业合作社，

启动建设了羊山茶产业园区和河区茶叶产业集
群， 注重茶叶品牌的宣传营销推介和市场体系建
设，每年举办一届规模大、水平高的茶文化节，茶
文化与茶经济比翼双飞，迅速发展。这些都为茶产
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平台。

三、指导思想、发展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河南省茶产业

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为指导，根据市委、市政府“持续求进、务
实发展、积极作为”的总体要求，按照“打造生态经
济高地、建设绿色农业强市”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理
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品
牌建设为主线，以科技人才为支撑，以“兴茶富民”

为目标，大力推行良种化种植、机械化加工、标准
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合作化发展、社会化服务，进
一步加快全市茶产业发展现代化进程， 提升茶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努力实现茶
产业“安全、生态、高产、优质、高效”发展。

（二）发展原则
1.

统筹规划原则。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把茶叶
生产结构的调整、 流通渠道的完善和消费群体的
培育相结合，统筹考虑生产、销售和消费问题，推
动茶产业科学发展。

2.

市场导向原则。瞄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
分占领传统消费市场， 努力发掘潜在的茶产品消
费市场，大力开发市场占有率高、前景广阔、有特
色、效益好的茶叶产品，重点发展适合国内中低收
入居民消费的茶叶产品， 努力开发生产科技含量
高的茶叶精深加工产品， 提高茶叶资源的利用率
和种茶制茶的经济效益。

3.

比较优势原则。综合考虑各区域的优势，突
出重点，相对集中，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把潜在的
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4.

科技支撑原则。实施“科技兴茶”战略，依靠
科技进步不断推进茶产业发展， 提高茶产业科技
水平，完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大力引进推广新科
技、新成果、新工艺、新设备，全面提升茶产业科技
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含量和科技贡献率。

5.

集聚发展原则。充分发挥区域优势、资源优
势和产业优势， 加快省市茶产业集群和茶产业园
区建设，优化产业布局，推动转型升级，引导产业
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和标准化发展，推动茶产
业集聚发展、集成发展、集约发展、集散发展。

6.

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经
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实现速度、质量与
效益相协调，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
统一，形成区域性、规模化产销基地，开发新产
品，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做大做强茶产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

（三）发展目标
茶叶生产基地建设。到

2015

年，全市茶园面积
发展到

300

万亩，其中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力争达
到
90

万亩，开采面积达到
180

万亩；到
2020

年，全市
茶园面积稳定在

300

万亩，其中无性系良种茶园面
积达到

120

万亩，开采面积达到
260

万亩，加大低产
衰老茶园和品种老化茶园的更新改造力度， 更新
改造茶园面积达到

60

万亩。

茶叶产量产值效益。到
2015

年，茶叶总产量达
到
10

万吨，产值达到
100

亿元，实现亩产值
6000

元，

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达到
6000

元；到
2020

年，茶叶总
产量达到

20

万吨，产值达到
300

亿元，实现亩产值
1

万元，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达到
9000

元以上。

茶叶企业、品牌和市场建设。到
2015

年，全市培
育
2-3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

家茶叶上
市公司、

6-8

个中国名牌农产品、

5-6

个中国驰名商
标和

2-3

个交易额亿元以上的茶叶交易市场；到
2020

年， 全市培育
3-5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3

家茶叶上市公司、

8-10

个中国名牌农产品、

6-8

个中国驰名商标，

1

个交易额超
10

亿元的茶叶交
易市场和

3-5

个交易额亿元以上的茶叶交易市场。

茶产业集聚区和茶产业园区建设。到
2015

年，

在全市茶叶主产县区建设
3-4

个销售收入
20

亿元
以上的茶产业集群，其中销售收入

50

亿元以上的
1

个，全市茶产业集群涉茶总产值达
200

亿元；羊山
茶产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 涉茶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
50

亿元。到
2020

年，全市形成一批“全链条、全循
环、高质量、高效益”的茶叶产业化集群，其中销售
收入

100

亿元以上的
1

个，

50

亿元以上的
3

个，

20

亿元
以上的

4

个，全市茶产业集群涉茶总产值超过
300

亿
元；羊山茶产业园区建设基本完成，形成功能完善、

体制健全、设施配套、服务高效的茶产业园区，园区
内涉茶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00

亿元以上。

四、产业规划布局

全市茶产业布局总体规划为“两带两集两网
一线”。

（一）两带。

1.

茶叶生产加工核心带。该区域地处信阳南部
大别山北麓，属我市传统茶叶生产优势区，是典型
的高山、浅山丘陵生态茶区，自然生态条件十分优
越， 现有茶园面积、 茶叶产量占全市的

99%

以上。

2012

年
-2020

年，不断扩大基地规模，全面建设绿
色无公害生态茶园，着力提高有机茶园比重，力争
到
2015

年，茶园面积发展到
290

万亩，到
2020

年，该
区域茶园面积稳中有升。

2.

茶叶生产加工开发带。该区域地处信阳北部
淮河流域沿线，属浅山丘陵、平原滩区，自然生态
条件优越，适合茶叶种植，有一定的种植规模和基
础。

2012

年
-2020

年， 以引种试种和恢复种植为重
点， 力争到

2015

年， 茶园面积发展到
10

万亩，到
2020

年，该区域茶园面积稳定在
10

万亩以上。

（二）两集。

1.

茶产业集群。以河区省级茶产业集群为龙
头，带动其他县区集群建设，推动我市茶产业提质
增效，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茶产业集聚区。该区域主要依托信阳毛尖集
团、文新茶叶公司等大型龙头企业为主体，吸引更
多涉茶企业入驻， 在信阳市产业集聚区羊山茶产
业园区建设茶产业园区， 形成全市茶产业工业旅
游项目的集聚发展。力争到

2020

年，将该区域建设
成为中部最大、全国一流的茶产业集聚区。

（三）两网。

1.

茶叶产地交易网络。在河区、光山县等茶

叶主产县区各建设
1

个大型综合性茶叶批发交易
市场； 在其他有关县区建设一批专业性茶叶销售
市场， 重点产茶乡镇至少建设

1

个茶叶交易市场，

形成较为完善的茶叶产地交易网络。

2.

茶叶销地交易网络。依托郑州、武汉、北京、

上海、广州等城市及信阳周边城市的交通、区位和
市场优势，通过直销、代理、连锁、加盟等形式在全
国茶叶主销区建设一批品牌形象店、 展示展销店
和批零专卖店，形成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茶叶销
地交易网络。

（四）一线。

即规划建设一批茶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

五、发展重点

（一）建设绿色无公害生态茶园。注重茶园生
态环境的营造，集中建设一批万亩、千亩连片的绿
色无公害生态茶叶示范基地， 打造一批高标准精
品示范园，走良种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之路。

（二）推广茶叶生产管理机械化。大力推广使
用国内外先进的修剪、采摘、灌溉、防霜冻、病虫害
防治等现代化茶园田间管理机械， 努力提高茶叶
生产管理机械化程度。 在注重对信阳毛尖传统手
工炒制工艺保护传承的基础上， 着力引进配套适
制信阳毛尖和信阳红的生产加工机械， 走机械化
发展之路。

（三）加大新产品研发开发力度。坚持春、夏、

秋茶并重，高、中、低档搭配，初、精、深加工并举，

努力开发茶叶新品种、新产品，更加注重生产面向
普通消费者的中低端茶叶产品， 更加注重茶叶深
加工产品的研发， 着力提高茶叶新产品的科技含
量和市场竞争力。

（四）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茶叶
检验、检测机构，完善茶叶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原
产地追溯体系和市场准入机制， 加强信阳毛尖、

“信阳红”证明商标管理，确保信阳毛尖和信阳红
的市场声誉，维护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五）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实施产业化经营，重
点培育一批规模型、带动型、现代型、科技型茶业
龙头企业，鼓励并引导龙头企业集聚发展，提高企
业的引领辐射带动能力， 最大限度地发挥集聚效
应、规模效益，靠龙头企业建基地、搞研发、创品
牌、拓市场，走龙头带动发展之路。

（六）做大做强茶叶品牌。努力做大做强信阳毛
尖和信阳红这两大公共品牌。 鼓励企业创建自主品
牌，实现公共品牌与自主品牌的强强联合，打造出一
批信阳茶叶的大品牌、强品牌，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七）加强市场体系建设。通过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统筹安排，建设一批有影响力、规模大、辐射
强的茶叶专业市场。

（八）加快茶文化旅游开发。开发以茶园观光、

采茶制茶、品茶购茶、文化鉴赏为主的茶乡风情旅
游，努力开发新的精品茶体验旅游项目，形成独特
的魅力茶乡大旅游。

（九）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十）筹办国际茶文化节。充分发挥国际茶文
化节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以传承弘
扬茶文化为目标，以茶业、文化和民生的融合为切
入点，努力提高办节专业化水平。强化茶文化节的
平台作用， 致力于把茶文化节打造成具有信阳风
情、 中原风貌、 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
牌， 打造成中原经济区标志性节会和中国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节会品牌，让茶文化节办得更有特色，

更有成效，更有影响，成为我市对外开放的平台和
展示魅力信阳的窗口。

“文新毛尖号”高铁启动 “名茶复兴”再提速

核心提示：

河南首个冠名高铁列车的， 竟是卖茶的
文新。透过这一现象应看到，这是豫茶企业正
通过强势的营销手段与销售规模扩张， 颠覆
全国同行曾经的“瞧不起、看不上”。同时，更
折射出一批河南龙头农企历经全产业化修
炼、蛰伏后，而今在全国市场前赴后继吹响进
攻号，持续催化“河南大食品”的整体品牌竞
争力。

“文新毛尖号”启程，豫茶味道纵贯南北

火车上怎就飘来茶香？

9月30日，穿行在京广高铁上的G508次列

车，车厢内被一股清新茶香贯穿。

这天，是“文新毛尖号”列车首发。在列车

上， 文新茶叶特意为旅客提供了航空版纪念

杯，免费供应信阳毛尖。

国内著名歌唱家魏金栋、 知名青年歌手

金霖及著名军旅艺术家张保和， 刚巧成了第

一批列车上的茶客。“信阳毛尖是河南茶？那

要尝尝。”魏金栋头回所见饶有兴趣，并给出

了评价“甘甜清香”。张保和也夸道“路过河

南，喝到信阳毛尖，非常好！”

烦闷的旅途能品上好茶，车厢里一排排手

机举起拍照晒幸福。可“文新毛尖号”是什么？

难道，河南的茶企也有实力冠名高铁列车？

“没喝过信阳毛尖，我们就请大家尝个够。”

文新茶叶公司董事长刘文新一边斟茶， 一边做

推销客，“这是中国十大名茶， 它就产自河南信

阳。这是我家的信阳毛尖，试试顺不顺口。”

北上进京、南下广州，奔袭在京广高铁线

的“文新毛尖号”每日迎来送往，很多旅客或

与信阳毛尖只是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恰是刘文新想要的。“信阳毛尖只呆在

茶叶市场或自家品牌门店， 它的价值与口碑

扩散必然很局限。但在列车上，它却能与从广

州至北京2294公里沿途旅客直接互动。”刘文

新说，这是营销手段，但更是检验产品市场竞

争力最有效的窗口。

事实上，自今年6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对

动车组冠名权“开闸”，“冠名高铁”正成为各

类知名消费品全国会战的热点。 尤其是区域

特色商品，如福州南———上海虹桥的D381“福

鼎白茶号”，汉口———恩施的D5993“恩施号”，

还有酝酿中的“周黑鸭号”（武汉特产）等。

“冠名高铁列车，是文新茶叶执行‘开窗

战略’的延续。”刘文新称，2013年起，该公司已

在京沪广豫鄂，以及国内多家高铁车站、机场

迅速布设门店，实现了目标客群锁定。但是，

要将这些单飘的门店形成合力及管网效应，

最佳方式就是打通连线服务、增加互动、提高

消费粘性。“要让更多乘车人的茶杯， 一路泡

着信阳毛尖，这就是文新在做的。”

在今年， 文新曾将信阳毛尖输送上中国

的雪龙号科考船。同时，文新品牌店也成功打

入香港，并在美国市场做产品测试，意在摸底

“咖啡市场”上的中国绿茶机会。

“什么是名茶？” 刘文新偏偏对这个乏味

问题在琢磨新解。 在他看来， 相较同类型产

品， 不是背负高贵的价格、 复杂而神乎的故

事， 而是拥有基数更大的用户总量、 口碑范

围、市场消化量。“豫茶复兴最重要的，是彻底

打破‘偏安一隅’。”

“名茶复兴”再提速，从产业基础做好动力源

“冠名高铁”只是件搏眼球的事儿，但由

一家茶企抢了“第一”，仍让观众意外。

在河南大食品制造阵营， 茶叶制造只是

小行当：没有上市公司、没有百亿级、没有全

国霸主。

“因为豫茶产业链发展滞后，导致信阳毛

尖近20年在国内市场丧失优势地位。但这，何

尝不是一种机会？”刘文新说，与汤圆、饺子不

同，茶产品品种多样、地域性特点、制茶工艺

与文化明晰， 决定市场竞争差异化与更多的

竞争维度。西湖龙井唱罢、轮到了铁观音，铁

观音过后又流行起正山小种，所以，不可能有

一款茶可以通吃市场。

信阳毛尖还差在哪儿？

刘文新认为是整体市场意识。 在大流通

竞争阶段，信阳毛尖落败了十多年。这是豫茶

产业的发展基础、发育环境、市场规则、行业

内耗等多因素造成的。但此后，信阳毛尖已完

善了品牌保护、产品标准、行业规则等，甚至

比其他茶种更为超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

味着市场规则与消费生态重构， 这给了豫茶

新的市场机会，“找到对市场更有效的打开方

式”。

文新的“打开方式”是什么？

客观来看，刘文新做了两步：其一，完成

战略定位清晰化与发展步骤梳理；其二，打出

一套组合拳。

今年2月，文新茶叶在郑州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启动信阳毛尖“名茶复兴计划”。这就

是文新的战略定位。 其中包括： 追溯体系计

划、科技优种计划、名茶传承计划、文化助推

计划，从信阳毛尖的茶树种植到培育，从原料

加工到生产包装，再从市场推广和文化传播，

基本上涵盖了信阳毛尖全产业的范畴， 可谓

规模宏大。

围绕这一战略，由年初至今，文新展开了

一轮空前的产业化扩容：

比如，在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投建万亩

“文新”茶文化生态旅游观光茶园。该项目正

式运营后，可实现农业产值4.5亿元，实现年休

闲旅游业收入3000万元。更重要的是，通过技

术与原茶标准输出，可辐射30万亩茶园，带动

数万茶农致富。

又如，文新在今年荣获“省长质量奖”。打

硬“放心茶”这张牌，也就铺垫了文新今后所

有战略基础。

还如， 持续扩大茶文化建设与现代渠道

布设。2013年，“信阳茶歌” 音乐电视在市场一

炮走红，标志着豫茶企业在营销手段的升级。

同时，配合微信、淘宝等互联网管道布设，将

信阳毛尖更立体、更生动地推荐给市场。

刘文新坦言，文新设定“豫茶复兴”战略，

是对自我设定的系统性最大挑战。 考验文新

解决人才、资金、规模、产业化程度的能力，更

是对抗灰色市场竞争手段的能力。 但茶最像

人生，其实茶的过程就是人生的过程，所有的

茶喝起来都是苦的， 但苦了以后是回甘的。

“做茶，心要静。”

（杨霄）

相关链接
文新茶叶公司简介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是一家集信阳毛尖和文新信阳红红
茶的种植、加工、销售、科研、茶文化于一体的
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在北京、

上海、武汉、郑州、广州、深圳等地分别成立了
分公司， 拥有信阳市文新茶文化旅游示范园
区、信阳市文新茶文化科技示范园区各一座。

目前有员工
1800

余人， 是信阳率先成立
党、团、工会组织的民营企业。公司在全国各
地现有直营专卖店（馆）

169

家， 加盟经销商
318

家。“文新”牌系列产品是受世界知识产权
保护的原产地产品， 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中国名牌农产品”等荣誉称号。公司在
全省率先实现茶叶加工的绿色化、产业化、工
业化和标准化生产， 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
号”、“

AAAA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连续六年
被评为“全国茶叶行业百强”。

文新公司的快速发展，得到了中央、省、

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关心、支持。公司自成立
以来，采取“公司

＋

农户
＋

基地
＋

合作社”的经营
模式，生产基地辐射带动茶园面积

30

余万亩，

带动
10

万户茶农增收致富。

未来
5

年，怀着“国人好茶梦，茶农幸福
梦，文新家人梦，名茶复兴梦”的文新梦，文新
公司力争实现“五个一”目标：在全国开设一
千家专卖店；成为一家中国茶叶企业十强；成
为一家上市企业； 成为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农头企业示范企业； 打造一个国际化
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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