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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打造生态茶园

如何保住茶山座座， 又保护好水
土， 在茶产业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之
间求得共赢？ 平桥区给出生态茶园建
设之道。

2006

年，在信阳市委、市政府提出
做大做强茶产业政策后， 平桥区积极
响应，开始了茶产业的二次创业，茶园
面积从不足

1

万亩迅速发展到
10

万多
亩， 注册品牌从无到有发展到

8

个，其
中省级知名商标

1

个。

平桥区委、 区政府为确保茶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了因地制宜建设生
态茶园的发展之路。一是推广标准化模
式化栽培。在主要茶基地，新发展茶园
一律实行

1.5

米大行距
33

公分小行距双
行双株栽培， 便于今后开展机械化采
摘。 二是推广茶树病虫害生物调控技

术。全部茶园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使用频振式杀虫灯、诱虫板、性诱剂在
茶园的使用，并大力倡导茶园不使用化
学农药，在佛灵山茶基地开展无残毒的
植物源、 矿物源农药示范推广工作，既
保护了茶园有益生物，又很好地利用了
植物源。 三是推广茶园土壤调理技术。

根据生产实际在茶园推广绿肥间种技
术，增施生物有机肥，提倡茶园铺草枝
叶还田，力争使重点茶基地茶园土壤得
到彻底调理和改善。四是推广茶园生态
修复技术。平桥区全面推广退耕还林技
术，禁止毁林种茶，提倡茶园周围栽种
毛竹、香樟、桂花，留足成片自然林木，

使茶园林地形成交互共存，梯式茶园梯
壁种草和矮小灌木花卉，很好地维护了
茶园自然生态。

郝堂·茶人家

郝堂村是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的一
个丘陵山区村，距市中心城区约

20

公里，

辖
18

个村民组、

620

户、总人口
2295

人，村
域面积

20

平方公里，耕地
1900

亩，境内溪
流蜿蜒、林木丰蕴、生态优越，盛产水稻、

茶叶、板栗等农经作物。

2011

年
4

月，平桥区以实施“郝堂·茶
人家”为载体，开始建设美丽乡村。经过
三年的实践，郝堂村发生了较大变化，一
个景致美丽、民居特色突出、民风热情淳
朴的豫南茶乡初具规模。

郝堂村依山沿河， 整齐的乡村水泥
路，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独具特色的豫南
民居， 古朴的农家院， 配套齐全的幼儿
园、学校、养老院、卫生室，与一望无际的
荷花，交相辉映，整个村庄像一座悄然绽
放的花园，透着一股不俗的田园气质，静
谧、古朴、天然、闲适，与城市的喧嚣、华
丽、刻板、紧迫的气息形成鲜明的互补，

俨然一幅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

村庄农房风格、 色彩体现豫南民居
特色，结构安全，功能健全，庭院内外整
洁。近年来，郝堂村坚持用最自然、最环
保的方式建设村庄， 保持村庄原有的自
然人文环境和空间格局， 保护当地自然
环境，尊重历史人文脉络和农民意愿。

郝堂村内井泉沟渠、 堤坝桥涵独具
特色，路路相通、石阶铺地，村落房院、古
树名木等得到有效保护。 房前屋后栽植
桃、杏、梨、柿子等适宜生长的果树，路边
遍植格桑花、连翘、野菊花等花卉植物。

村庄内有用木头垛起来的柴扉， 有依山
傍水的小桥，改造保留的土坯房，翠竹掩
映，溪水环绕。

郝堂村历史遗存、 地区民俗文化及
民俗得到良好保护与传承。龙王寨、七龙
溪、龙鼻子、风雨桥、禅茶文化研究院、七
孔桥、茶坛、陆羽祠、张玉珩故居等景点，

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2014

年
9

月， 郝堂
村成功举办了民俗文化活动周活动，舞
龙、舞狮、高跷、旱船等民俗表演令人眼
花缭乱；豫剧、皮影戏、大鼓书、坠子戏等
曲艺类节目有声有色；泥塑、剪纸、根雕、

石雕等民俗艺术作品玲琅满目； 各类民
间风味美食令人垂涎欲滴；吃农家饭，品
农家菜，体验农家乐，观看茶艺、制茶和
酿酒工艺表演和美术摄影书法展， 购农
副土特产品及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热闹
非凡。

郝堂村基础设施完备， 管理维护良
好，村庄道路硬化、美化、亮化，饮用水水
质达标，有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使用太
阳能照明系统， 农户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5%

以上， 人畜粪便得到有效处理与利
用。发展生态农业，推行家禽家畜圈养，

粪便发酵还田。 通过土地流转， 建设高
效、绿色、有机蔬菜基地，鼓励村民使用
农家肥，集中养殖、科学养殖，保障农民
收入，

2011

年， 该村先后投入
3000

多万
元，完善了村居功能，美化了人居环境。

郝堂村大力发展茶叶、 板栗种植加
工和劳务输出及旅游等主导产业， 农民
收入大幅度增加。

2013

年，该村人均纯收
入突破万元大关， 在平桥区乃至信阳市
各村中名列前茅。

“村在林中、水在村中、人在画中。”

郝堂村·茶人家已引起国家、省、市领导
的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好评如潮。

推广茶园病虫害防控技术

想要种出好的茶叶和好的茶园管理
是密不可分的， 平桥区在茶叶种植中，大
力推广的病虫害防控技术，大大提高了茶
叶的品质和质量。

2014

年，平桥区推广茶树病虫害防控
技术。一是开展农药市场专项整治，建立

农资可追溯管理等制度，杜绝高毒高残留
农药在茶叶产区的销售、使用。二是加强
行业自律。各茶叶生产单位通过合作社运
作和行业自律， 进一步提升茶农自身素
质， 提高平桥区茶叶标准化生产水平。三
是开展茶农培训活动。以村为单位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开展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并接
受茶农咨询。通过大力推广普及茶叶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 从而达到降低茶叶农
残，提高茶叶品质的目的。四是加大宣传
力度。广泛宣传绿色防控技术，提高农民
绿色防控意识。 五是建立病虫测报网络。

从
2013

年开始，平桥区在各茶叶主产区建
立（分布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海拔）茶树病
虫测报网点，每个测报网点都有区植保站
人员和不脱产的村级植保员或农技员定
期定点调查，以保证调查数据能准确及时
地汇总。通过全区测报网络的建立，准确
掌握全区茶树病虫害发生情况、 发生趋
势，为能及时发布《病虫情报》指导茶农进
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六是大力示范推广
绿防技术。

2014

年， 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河南省农业厅共同建立《平
桥区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片》

1000

亩、示范辐射面积
10000

亩。茶园病虫绿色
防控示范片，通过采取有效的技术防控措
施，切实降低茶叶农残，提高茶叶品质。

茶园病虫害防控主要推广四项技术。

一是加强农业防治，改善茶园环境，发挥
生态调控力度。科学施肥，清洁茶园，适时
采摘。二是灯板诱杀，合理搭配。根据茶园
害虫具有的趋黄性、趋光性等特点，在茶
园内可插加信息素的诱虫板（主要是黄色
板）和悬挂杀虫灯进行诱杀，从而减少农
药使用次数，减轻害虫的发生为害。三是
保护利用天敌资源， 大力开展生物防治。

保护天敌，综合防治。四是合理化防，实现
茶叶无公害生产。 严格按制定的防治指
标；有限制地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
药品种，掌握防治适期施药；讲究施药技
术和方法。

通过绿色防控， 减少了农药使用次数
和使用量， 年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6-7

次，大
大降低了农药残留，茶叶质量明显提高。

一、产业规模初具
平桥区位于河南省南部， 信阳市的

东北部， 辖
14

个乡镇、

5

个办事处、

4

个开
发区， 总面积

1889

平方公里， 总人口
84

万，农业人口
61

万，涉茶人口
2.8

万人。

平桥区种茶历史悠久，始于东周，名
于唐，兴于宋，盛于清，茶文化源远流长，

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 今天素有信阳
“毛尖故里”之称。平桥区地处亚热带向
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上， 属亚热带向暖
温带过渡区，具有显著的季风气候特征，

年平均降水量
1200

毫米左右， 平均气温
15.3℃

，年日照时间
2178

小时，年相对平
均湿度

77%

，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降水
丰沛， 四季分明， 山区气候垂直变化明
显，湿润的气候加之良好的云雾条件，非
常适宜茶树的种植和生长， 茶叶采摘期
从每年的

3

月到
10

月， 长达半年之久。撤
县设区前， 平桥区人创造了信阳毛尖的
辉煌，设区后平桥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号召，积极打造“两山一河一店”茶产
业，实现了茶产业二次创业，茶品牌、茶
企业从无到有。

2014

年，全区茶园总面积
已达

10.2

万亩，其中，采摘面积
7.3

万亩，

涉及
10

个乡镇、

48

个村，年产红绿干毛茶
150

万公斤左右。规模茶场发展到
9

个；省
级茶叶龙头企业

1

家，拥有“佛灵山”、“五
岳神针”、“国茶

1915

震雷山”、“凤冠”、

“天目山”、“金军”、“太平山” 等
9

个茶叶
品牌； 注册商标

9

个， 茶叶专业合作社
9

个，合作总社
1

个；超过
20

公顷的种茶大
户
25

个，新建茶叶交易市场
1

个。

二、种植加工技术熟练
1.

品种搭配合理。全区
10

万多亩的
茶园分布在“两山一河一店” 的

10

个乡
镇，分属

8

个不同品种，按所占面积从大
到小排列：福鼎大白、信阳群体种、白毫
早、福云

6

号、碧香早、乌牛早、平阳特早、

信阳
10

号； 有性系品种占整个茶园面积
的
82.3％

， 无性系品种占整个茶园面积

的
17.7％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区所有
茶树品种以信阳群体种为参照， 在发芽
的早晚上，与信阳群体种相比，白毫早提
前
7－10

天， 平阳特早提前
10

天以上，福
鼎大白、福云

6

号提前
3

天左右，乌牛早、

碧香早与信阳群体种相当， 信阳
10

号提
前

1－2

天；品质上，信阳群体种、信阳
10

号较好，福鼎大白、福云
6

号等品质一般，

饮用滋味较淡， 引进栽培年限较长的稍
好；抗寒性上，本地品种表现强；产量上，

引进品种高于当地品种。

2.

种植布局科学。撤县设区后，平桥
区有老茶园

10000

亩，自市委、市政府实
施发展茶产业战略后， 目前茶园面积达
10

万亩，茶农
6700

户，大型茶企业
9

个，千
亩以上连片茶园

9

处。新发展茶园全部采
用双行条植，大行距

1.5

米，小行距和丛
距
33

公分； 老茶园多采用丛栽， 单行条
栽，各乡镇栽植规格不一。茶叶生长在从
海拔

86

米的黑马石到海拔
690

米的天目
山大寨上，生长高度跨度大。

3.

管理加工现代。平桥区设有茶产
业办公室， 负责茶产业发展中的基地建
设、资金筹集、流通服务、技术指导、市场
管理、目标督察等项工作，及时解决生产
基地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督促落
实基地建设任务。在茶叶生产过程中，积
极提供技术服务。目前，平桥区有大型加
工生产线

5

条， 其中全自动红茶生产线
1

条，日加工干茶
4

吨；另外，有小型加工机
械
6700

台套， 高档信阳毛尖主要采用传
统工艺加工，

2010

年，龙头茶企业研制出
了信阳红茶，之后，佛灵山等茶企相继研
发出乌龙、铁观音等茶类品种。

三、茶叶品质独特
由于平桥区茶叶生长区域高度跨度

大，所产信阳毛尖品质独特，大体可分为
淮北和淮南两个产区。其中，淮北产区由
于地处淮河以北干旱少雨， 所产信阳毛
尖香气较高，白毫多；淮南产区与大多信
阳毛尖品质相同， 但上市要比信阳其它
县区早。所产的

35％

的信阳毛尖、佛灵山

红茶在本省销售，

65％

的销往广州、上
海、武汉、北京、贵州等地。

四、产业配套合理
1.

主要农产品。平桥区地处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度区，四季分明，兼有南北气
候之长，享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美
誉，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山地、

丘陵、平原多种地形在这里分布，境内河
流、水库众多，水资源丰富，淮河自西向
东流经全境，流长

122

公里，有一级支流
10

多条，中型水库
6

座，小型水库
76

座，主
要农产品有茶叶、花生、石榴、板栗、银
杏、百合、鱼、龙虾等，已探明可采矿藏

38

种， 珍珠岩、 萤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丰
富。

2.

交通与景点。平桥区交通区位优
势明显，通信发达。京广铁路、高铁线、京
珠高速、

107

国道穿越南北， 宁西铁路、

312

国道、西（安）合（肥）高速、省道
335

线
横贯东西，北距省会郑州

300

公里，南距
武汉

200

公里，辖区内还有正在筹建的明
港军民两用飞机场。 国家通信干线京广
光缆和西合光缆交会于城区， 程控电话
和移动通信覆盖全区每一个村落。 主要
旅游景点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目山森
林公园、信阳市“后花园”震雷山风景区
等。

五、获得多项殊荣
平桥区在茶产业上获得多项荣誉，

在第
15

届至第
20

届信阳茶文化节上，“佛
灵山”、“五岳神针”牌信阳毛尖多次荣获
金奖；在连续三届中国郑州（国际）茶业
博览会上，“佛灵山”、“五岳神针”牌信阳
毛尖共获

5

个金奖和
1

个中原最具畅销力
品牌的骄人成绩； 在首届日本静冈世界
绿茶大会上，“五岳神针” 牌信阳毛尖获
银奖；在第

16

届信阳茶文化节上，该区在
“九峰杯”十强茶企业、十佳茶人及“盛弘
杯”名优绿茶评比活动中，河南五岳神针
生态茶业旅游有限公司获“

2008

河南‘九
峰杯’十强茶企业”称号，信阳佛灵山生
态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德记获“

2008

河南‘九峰杯’十佳茶人”称号。在第
17

届
信阳茶文化节上，该区获金奖

2

个，五里
办事处、 洋河镇获河南省茶产业明星乡
镇称号。

2010

年，佛灵山牌信阳红茶获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金奖， 平桥区金军品牌
获郑州茶博会金奖；

2011

年，太平山茶品
牌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金奖， 佛灵山红
茶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阳红茶评比金
奖，同年并获得市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自
2009

年到
2012

年， 平桥区连续获得中
国茶叶年会“全国重点产茶县” 荣誉称
号；

2011

年，平桥区马氏生态茶叶专业合
作社获得省级先进示范社称号；

2014

年，

在北京国际茶业展名优茶评比中， 信阳
佛灵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信阳毛

尖和一级红茶分别获得银奖。

六、政策服务配套
1.

茶产业规划制定科学。

2006

年，平
桥区区委、区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茶产
业发展的意见》，制定了《信阳市平桥区
“十一五”茶产业发展规划》、《平桥区“十
二五” 茶产业发展优惠政策》， 规划到
2015

年， 全区茶园面积发展到
10000

公
顷，实现公顷产值

45000

元，茶叶总产值
4.5

亿元， 茶农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7

亿元。重点完成茶
叶城及五里茶叶批发市场建设，震雷山、

佛灵山茶旅游开发及洋河陆庙万亩生态
示范茶园等项目建设工作。

2.

项目支持体系完善。一是建立茶
产业发展管理机构， 专职负责茶产业发
展工作。二是设立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区财政每年安排
100

万元，用于扶持茶产
业发展。三是在涉农资金和项目上，在政
策允许范围内集中向茶产业倾斜， 优先
支持茶产业发展。 四是金融部门对效益
高、信誉好的茶叶龙头企业，要提供最大
限度贷款支持。 五是积极鼓励外商来我
市从事茶叶生产经营活动。 六是林业部
门结合林业产权制度改革， 及时做好茶
园产权登记工作，保护茶农权益。

3.

茶产业结构科学调整。大力生产
中低档信阳毛尖， 大力推进机械化采摘
生产红茶，满足多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拉
长茶产业链条，走精深加工之路，扩大中
低档茶出口，研制、加工茶饮料、茶食品、

茶医药保健品和日用化工产品， 使茶产
业结构更趋合理。

4.

不断创新发展机制。在茶产业发
展路子上，平桥区广开渠道，用活民间资
本，探索出了大户带动、协会及专业合作
组织促进、返租倒包、招标承包等模式，

确保建成一片、见效一片。

5.

拉长产业链条。一是制定优惠政
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对龙头企业开
发新产品和建设新基地， 金融部门确定
年优惠贷款基数，市财政予以贴息；对龙
头企业参与外地展销、宣传活动，特别在
全国主流媒体上宣传信阳毛尖的， 予以
奖励。二是开展招商引资，鼓励多种经济
成分特别是民间资本开发茶产业， 吸引
国内外有经济实力、 有技术优势的非茶
企业来信阳投资开发， 对引进参与茶产
业建设的企业，享受引进外资优惠政策。

三是引领信阳茶产业向纵深领域发展，

走精深加工和机械化采摘之路。

6.

积极加强品牌创建。平桥区委、区
政府在发展茶产业上， 始终重视品牌创
建。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 平桥区积极响应做大做强茶产业的
号召，经过努力，目前已创建“佛灵山”、

“五岳神针”省级知名品牌，“国茶
1915

震
雷山”、“天目山”、“凤冠”、“金军”、“太平
山”等市级品牌。

发 展 中 的 平 桥 茶 产 业

佛灵山机械采茶

平桥区生态茶园

平桥区郝堂茶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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