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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地处河南省东南部，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鄂
豫皖三省交界地带， 辖

17

个乡镇，

2

个街道办事处，

1

个工业
园区，

1

个管理区，总面积
1835

平方公里。茶区主要位于南部
浅山丘陵区，是我国茶区的北边缘。茶区土壤大部分为黄棕
壤，呈酸性、弱酸性反应，透气性较好，有机质含量适中，适
宜茶树生长。境内生态环境优越，无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植
被完好，森林覆盖率达

31.5%

，发展生态有机茶，得天独厚。

光山种茶历史悠久，始于春秋，兴于唐宋，茶文化源远流长，

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信阳毛尖主产区之一。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光山县委、县政
府秉承“小茶叶大产业，小茶叶大民生，小茶叶大文章，小茶
叶大形象”的发展理念，在全县上下组织掀起打造大茶业、

助推新跨越的热潮。 为促进茶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实现由茶叶资源大县向经济强县的跨越，县委、县政
府作出了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的决定，政策兴茶，茶产业
实现了规模扩张，产业升级，效益提升。截至

2013

年，全县茶
园总面积达

23.5

万亩， 采摘面积
12.5

万亩
,

分别较上年增加
9.3%

和
8%

， 新增开采面积
1

万亩。 干毛茶总产量
582.5

万公
斤，同比增长

6.9%

。其中，名优茶产量
350.2

万公斤，占全县
茶叶总产量的

60.1%

。全县茶叶总产值
59283

万元，同比增长
6.9%

，其中名优茶产值
49150

万元，占总产值的
82.9%

，实现
了茶产业的持续稳步增长。净居寺名胜管理区、凉亭乡、晏
河乡是河南省“茶产业明星乡镇”，凉亭乡被中国茶叶学会
命名为“中国名茶之乡”，白雀园镇“大别山茶市”年交易量
15000

吨，是南茶北运的中转站、集散地。全县现有省级“十
强茶企业”

1

家，市级茶龙头企业
4

家，茶加工企业
148

家，年
生产能力

23600

吨；拥有“蓝天”茶中国驰名品牌和“紫云苏
山春”、“四季香”等省级知名品牌，除生产“蓝天玉叶（玉
露）”、“苏山白茶”、“赛山玉莲”等名优绿茶、加工出口精制
眉茶、

CTC

颗粒红茶外，近年还成功研发信阳红、信阳观音、

信阳青砖茶，在全省率先“茶类改制”，生产绿茶、红茶、青
茶、黑茶四大茶类，填补多项空白；全县茶产业从业人员

15

万人，茶区农民人均茶叶收入
3000

余元。

2011

年
10

月，光山
县被市政府授予十一五“茶产业发展优秀单位”。在

2013

年
全市茶产业大会上，光山县被信阳市政府授予“全市茶产业
发展优秀县（区）”称号，

2009

年至
2014

年连续五年被中国茶
叶流通协会授予“全国重点产茶县”和“中国茶叶优势百强
县”荣誉称号。

加大领导力度，突出特色抓茶叶
光山县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茶叶之乡”，信阳毛

尖茶的主产区之一。光山县委、县政府立足县情，科学决策，

围绕“茶”字做文章，掀起了打造大茶业的新热潮，茶基地、

茶工业、茶市场、茶文化、茶旅游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呈现
出光山人“种植全国茶、加工全国茶、购销全国茶、走向全国
去卖茶”的特点，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规模扩张，

品质提升，产业升级，效益提高。进入“十一五”，光山县委、

县政府坚持以“政府引导、项目帮扶，市场化运作、标准化建
设”为原则，成功地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公司（企业）、产业大
户投资茶叶生产基地建设，每年发展新茶园

4.2

万亩，其中发
展无性系茶园

1.5

万亩
,

实现茶叶生产基地建设历史性突破。

2009

年，净居寺名胜管理区、凉亭乡、晏河乡被评为“河南省
茶产业明星乡镇”。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 积极
发展特色农业，全面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体现了国家对地方
特色产业、主导产业的高度关注。信阳市委、市政府明确提
出了打造中国茶都，并制定了信阳市茶产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纲要，用以指导各县的茶产业发展。茶叶生产基地建设
是县委、县政府向市委、市政府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连续
多年列入县“五十工程”目标考核系列，县政府专门成立茶
产业办公室， 具体负责全县茶叶生产基地建设的组织领导
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基地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出台扶持政策，强基固本抓产业
近年来， 光山县作出了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的决定

（光发【

2010

】

1

号文件）：一是设立茶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县
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

100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茶叶良种化
工程、标准化建设、技术培训、品牌创建、龙头企业贷款贴息
和各项奖励补助等，支持茶产业发展。二是支持无性系良种

茶园建设。对连片发展
5

亩以上、

500

亩以上的无性系良种茶
园，分别给予每亩不低于

100

元、

300

元的种苗补贴；对连片
发展

1000

亩以上的标准化茶叶示范园区建设， 整合使用土
地整理、水利小流域治理、以工代赈、公路交通、林业生态建
设等相关项目资金，实行山、水、园、林、路综合治理。三是支
持驰名品牌创建活动。 对在省内外大中城市设立光山茶品
牌专卖店，年销售光山茶

1

万公斤以上的茶企业，给予
2

万元
奖励；对自主品牌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的茶企业，给予

5

万元奖励，对获得“河南省著名商标”的茶企业，给予
1

万元
奖励。四是支持茶叶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对获得

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HACCP

认
证、

QS

认证、有机茶认证的茶企业，给予通报表彰和奖励；对
茶园标准化建设， 获得国家无公害茶园、 有机生态茶园和
GAP

认证的茶叶生产基地，给予补贴和奖励。

培育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抓发展
该县培育一批茶龙头企业，注重以商招商，以龙头企业

引领和带动全县茶产业发展。河南蓝天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河南辰龙茶叶公司、信阳四季香茶叶有限公司、净居寺茶场
等不仅成为知名茶企， 还吸引或联合县外的资本发展茶产
业。 如白雀园籍茶商韩中学返乡投资建成信阳四季香茶叶
有限公司， 凉亭籍茶商姜瑞返乡投资建成信阳东方盛世茶
叶有限公司，光山县诚信实业公司，凉亭乡赛山悟道茶叶科
技园，满香红茶叶专业合作社，大苏山农林合作社等一批中
小型茶企正在快速成长和建设之中。 在全县茶叶企业的带
动下，光山茶叶呈现多档次、多品种、多门类发展趋势，由过
去只单一加工生产炒青、烘青、蒸青绿茶，发展到可加工生
产绿茶、红茶、黑茶、青茶多个茶类。

强化质量监管，创优形象抓品牌
品牌建设，质量是核心，企业是主体，市场是动力。该县

一是抓好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确保茶叶质量安全。强
化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从生态茶园建
设、茶园绿色防控、茶叶标准生产、市场流通监管等方面，强
化质量安全监管。 目前已落实

JDTC

型太阳能全自动虫情测
报灯一台、

JDGJ-III

型植保工具箱一个、

PS-15IV-8

型太阳能
杀虫灯

26

盏，小绿叶蝉、黑刺粉虱信息素色板
10000

张，生物
农药应用

600

亩次，力争把净居寺茶场及周边的茶叶基地打
造成全市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示范亮点。 二是发
挥优势创品牌。 据农业部农业环境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和农
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实地抽检，光山县茶区大气、土
壤、水质条件均属清洁范围，茶叶自然品质好，内含物丰富，

具有打造生态名茶的品质优势。三是执行标准创品牌。加大
“信阳毛尖”省级标准的落实力度，加强对茶叶加工、产品流
通的质量监管，制定“信阳毛尖”证明商标和原产地标记管
理暂行办法，确保“信阳毛尖”的质量。四是运用科技创品
牌。大力应用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名特优新品种，提高
清洁化、机械化加工装备水平，开展群众性斗茶大会、名优
茶评比和各级茶叶节会等茶事活动， 提高全县茶叶制作水
平。五是依托“龙头”创品牌。采取活动夺牌、规范用牌、自主
创牌等形式，鼓励茶龙头企业申报创建“名牌产品”、“著名
商标”和“驰名商标”，目前拥有“蓝天”驰名品牌和“苏山
春”、“赛山玉莲”等多个省级信阳毛尖知名品牌。

注重宣传推介，搞活流通抓增收
该县一是以茶节会为平台， 加强品牌宣传。

2014

年，组
织蓝天生态茶业公司等市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参加了“第
十八届中国（厦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品牌茶业展”、

“

2014

年第十届中国（郑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等大型茶事活
动，以茶会友，大力宣传光山县茶企业、茶品牌、茶资源。二
是市场机制活茶。引导企业大户、民间资本自发、自愿地投
入茶叶生产基地建设， 推动新茶园规模化、 标准化开发建
设。近年来，全县每年新发展茶园

2

万亩以上、无性系良种茶
园

1

万亩以上，净居寺名胜管理区、凉亭乡、晏河乡被评为
“中国名茶之乡”和“河南省茶产业明星乡镇”。三是高起点
建市场。该县现拥有专业“茶市”

1

个、交易市场
6

个，吸纳各
地茶商入市交易，茶市进一步繁荣活跃。高标准建设的白雀

园“大别山茶市”，日交易量近
5000

公斤，日交易额
80

万元以
上；年交易量超

1500

万公斤，年销售额
3.5

亿元左右，成为南
茶北运的中转站、集散地。四是开辟窗口拓市场。大力发展
各类流通、服务、中介组织，积极培育茶叶经纪人队伍，建立
茶叶销售网络。通过组建光山县茶叶商会，定期举行茶商联
谊活动，加强与光山籍在外茶商的联络、交流和合作，进一
步搞活茶叶商贸流通。 目前，

5

万余名光山籍茶商在全国
10

余个大中城市，设立
4000

多个销售网点，将光山茶销售到全
国。五是广告宣传占市场。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和标
牌、画册等方式宣传光山茶叶，组织茶叶企业组团参加国家
级茶博会、交易会推介光山茶叶。六是弘扬光山茶文化。县
委、县政府十分注重茶文化的挖掘、开发工作，为茶产业的
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成立了净居寺茶文化研究会。

深入挖掘禅茶文化渊源，探寻陆羽光山问茶、东坡居士寻踪
访茶、高僧慧思以茶悟禅等，并编撰出版了《光山问茶》一
书。建茶具博物馆。占地面积

40

亩、总投资
8000

万元的中国
茶具博物馆分三个部分建设，即：一条展示光山茶、历史文
化、特色产品的步行街；一条由茶历史、茶故事和亭台水榭
组成的紫水河；一座由几千件茶具展现的中心馆和茶歌、茶
艺、茶舞、茶道等展现的斗茶馆组成的展馆区，是全省唯一
的茶文化旅游点， 全国第二家茶文化专题馆有望于年前建
成开放。进行茶文化交流。

2011

年以来，先后邀请中国茶叶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茶宴第一人刘秋萍女士、中国茶叶研究
所著名茶叶专家林治、肖强等到光山交流茶文化，举办了多
场茶文化专题报告会和茶叶技术培训会，赢得好评。参加茶
文化节会。积极参加历届信阳国际茶文化节，以茶为媒，广
结客商，推介光山茶叶，广引茶叶项目，繁荣茶叶经济。开辟
茶文化旅游。以四星级宾馆蓝天度假村、万亩生态茶园、佛
教天台宗发祥地净居寺为依托，开辟了两条“茶乡风情游”

精品旅游线路，每逢节假日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赏茶度假。同
时，通过表演茶道、出版茶书等活动弘扬光山茶文化，宣传
光山茶品牌。

利用科技求创新，拉伸链条抓效益
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新技术推广应用密不可分。 近年

来，光山县大力普及推广茶叶无公害栽培、名优茶机械化加
工等实用技术，不断开发茶叶新品种，显著提升了茶叶种、

采、制水平。一是标准化建园助茶。在净居寺管理区“两村一
场”启动全国茶叶标准园创建，成功开展全国茶叶标准园创
建技术示范，带动了全县茶园标准化建设。近年来发展的新
茶园，大多达到规模化、标准化的要求。二是引进良种助茶。

充分利用“现代农业茶产业类项目”和“科技扶贫项目”资
金，积极打造大苏山茶树良种繁育培训中心，主推“龙井长
叶、乌牛早、安吉白茶”等茶树无性系良种。

2013

年，在净居
寺管理区胡楼村、 诚信实业公司文殊乡猪山村高标准规划
建设茶树良种繁育母本园

300

亩，发展茶树良种繁育苗圃园
260

亩，努力打造河南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茶树良种繁
育培训基地。近年来全县新增无性系良种茶园

6.8

万亩，良种
化率达

45%

，茶园单产水平提高到平均每亩
53.3

公斤。三是
普及技术助茶。通过实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全县无公害茶
园面积达到

96500

亩，较
2008

年增长近
50%

；名优茶产量超过
3000

吨，占年产干茶量的
50%

以上。四是现代加工助茶。支持
现有茶企业升级改造、提升产能，新建的茶叶加工厂按照现
代先进企业标准来建设，近三年改造、新（扩）建茶叶加工厂
50

余座，重点发展清洁化、连续化、自动化加工能力。五是拉
伸链条助茶。突出夏秋茶资源开发利用这个重点，抓好中低
档茶生产，把综合利用夏秋茶资源、发展中低档茶生产作为
一个工作重点，克难攻坚，力争突破。主要通过协调好公司
与农户关系，组织订单生产，全面启动蒸青茶、青砖茶和炒
青茶生产，给政策、给环境、给荣誉，鼓励、支持县内中小型
茶企业升级改造，新上清洁化、连续化生产线，全面推广茶
叶机械化采摘技术， 促进蒸青茶、 青砖茶和炒青茶以及红
茶、乌龙茶生产大发展，千方百计提高茶园单产，增加茶农
收入。

2013

年，采取独资或合作方式
,

在凉亭乡满香红茶叶专
业合作社、 光山县农业茶叶示范场各引进一套乌龙茶加工
设备

,

引进冻顶乌龙加工技术积极打造信阳乌龙品牌
,

其产
品荣获省级新产品奖。 河南蓝天茶业公司积极科学转型生
产，扩大蓝天信阳红、蓝天乌龙茶生产，做群众喝得起的好
茶，发挥了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了
夏秋茶鲜叶资源，拉伸了茶产业链条。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光山县茶办提供）

中国名茶之乡———凉亭万亩生态茶园一角

光山县
CTC

颗粒红茶加工项目投产

蓝天名茶展示

蓝天茶业公司引进国际领先的日本蒸青设备

光山县无性系茶苗繁育基地

示范推广机械化采茶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