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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知 中 原 倾 听 信 阳

——— 中国广播联盟2014全国电台信阳行大型采访报道活动新闻作品选登（二）

南茶北销桥头堡 贵茶信阳叶飘香

贵州广播电视台张文魁

在
10

月
28

日至
30

日举办的中国
广播联盟

2014

全国电台信阳行大型
采访活动中， 初具规模的信阳国际
茶城成为记者们关注的焦点。 早在
2013

年茶城开业之初， 贵州茶企就
踏上了这片满是机遇的热土。 目前
已有五家贵州茶叶品牌入驻信阳国
际茶城。一年多来，他们的发展情况
如何？ 信阳国际茶城在中间又起到
了怎样的作用？ 贵州台记者逸凡对
此进行了跟踪报道。

记者：“各位听众， 我的身后是
信阳国际茶城， 这里集全球最大的
茶产品集散展示中心、 茶产业研发
中心、茶行业信息推广中心、茶文化
挖掘与传承中心和茶行业标准制定
中心五大中心于一体。 茶城占地面
积有

3000

多亩，差不多是
4

个天安门
广场的大小。目前，一期工程已经竣
工， 不少茶商茶企正陆续的汇聚到
这里。每年，中国南方的许多茶叶都
是从这里转销到我国北方， 这里也

逐渐成为了南方茶叶进入中原和全
国各地的桥头堡。”

在
10

月
28

号举行的“感知中原
倾听信阳” 中国广播联盟

2014

全国
电台信阳行活动开幕式上， 信阳市
委书记郭瑞民的致辞充满自信。他
说：“在信阳以北，茶就很少，但喝茶
是全国的事情。 我们将以信阳为基
地，推进南茶北销和国茶外销。”

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口中的南
茶北销，国茶外销，正是以信阳国际
茶城作为依托平台。信阳素来有“江
南北国、北国江南”之称，其地理位置
十分优越， 扼守中国南北交通大动
脉，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最主要的

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汇聚各地的茶叶
企业，从这里辐射到全国各地。据信
阳国际茶城执行总经理陈勇介绍，目
前，茶城正在通过一系列行动做到这
一点。“例如去年，我们带大家到山西
的太原去。贵州凤冈的仙人岭，在太
原又找到了一个联系点，在太原也开
了分店，市场就做到那里去了。同时，

我们每年的
4

月
28

日有一个采购商
节，把全国各大市场的采购商请到茶
城， 又和我们入驻的企业进行对接，

这样的交流无疑对茶产业的流通、辐
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现如今， 茶城汇聚的茶叶品牌
越来越多。事实上早在

2013

年
4

月，茶

城开业运营之前，贵州的不少茶企就
纷纷盯上了这个大手笔组建的茶叶
贸易大流通平台，目前入驻信阳国际
茶城的贵州茶叶品牌已有五家。贵州
栗香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利告
诉记者：“贵州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
境，孕育了贵州茶的独有特点，这种
特点现在可能不完全显现出来，将来
应该会越来越明显。比如安全，贵州
在全国应该是最有竞争力的地方。第
二个就是品质，贵州由于自身的高海
拔、经纬度、气候，使贵州茶形成了特
有的内在品质，可冲泡次数多，滋味
更浓，香气也更好。因此，从消费角
度，我对贵州茶还是很有信心的。”

一系列独有的竞争优势使贵州
的茶叶渐渐地被外地市场所接受。采
访中，信阳国际茶城执行总经理陈勇
每每提到贵州茶，都赞不绝口。“贵州
茶其实是物美价廉的，它的品质非常
好。虽然信阳是绿茶的一个主要集中
区域， 但是在信阳毛尖的原产地，贵
州茶卖的也还不错。我们也计划继续
到贵州去招商，将贵州的更多好茶引
进到茶城，通过这个集散平台让消费
者对茶产品有更多的认识。”

让消费者更多的认识贵州茶，

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贵州茶， 这既
是贵州茶叶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
题，也是当下努力的主要方向。贵州
凤冈县仙人岭锌硒有机茶业有限公
司信阳营销部经理杨政军说：“出来
做茶，别人都会问，贵州产茶啊？说明
很多人都不知道贵州有茶，也反映出
我们自己的宣传力度还是不够的。”

（播出时间：

2014

年
11

月
3

日；播
出媒体：《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看 老 区 新 越 促 藏 区 发 展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杨柳青

10

月
28

日， 中国广播联盟组织
全联盟成员台参加了“感知中原倾
听信阳———全国电台信阳行” 大型
采访报道活动。 此刻我台记者柳青
正在河南信阳进行采访， 下面我们
来连线柳青， 听听她给我们带来哪
些精彩内容：

主持人：柳青你好，能为我们介
绍一下此次活动吗？

柳青：好的主持人。这次活动是
2014

年度中国广播联盟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来自全国
32

个省市
40

多家广播媒体
的近百名记者共同走进信阳。 按照
活动安排，记者们将兵分两路，深入
基层展开采访， 全面报道革命老区
信阳独特的生态、资源、民智优势；

报道信阳以产业集聚区建设为载
体，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
型的生动实践。作为随行记者，我希
望通过这次活动， 一方面能够与全
国广播同仁进行学习交流； 另一方
面， 通过实地采访， 更多地了解信
阳。

主持人：我们也从相关资料中
了解到，信阳位于河南省最南部，区
位优越，处于武汉经济圈、皖江城市
带、 中原经济区的结合部和国务院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的京
广、京九“两纵”经济带的腹地，地处
东中部人口密集区的中间位置。那
么，采访中，信阳的经济发展特别是
当地的特色经济发展给你印象最深
的是什么？

柳青：印象深刻的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我本人就是河南郑州人，但
之前却从未来过信阳。 一直感觉信
阳距离郑州较远， 而且交通也不太
方便。当然这是一个老观念了！这次
来信阳，从郑州出发坐高铁，居然一
个多小时就到了。 也有南方的记者
朋友们从武汉出发， 高铁车程仅仅
需要

40

多分钟。真的是非常便捷
!

在
第一天的活动启动仪式上， 信阳市
委书记郭瑞民告诉大家， 信阳机场
正在建设之中， 过两年再来信阳一
定会更加方便。

除了交通，再来说说经济。提起
信阳，大家以前所熟知的，这里是革

命老区、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来
到信阳，除了这两点外，我们也深刻
地感受到，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信阳市充分发挥区位、生
态、民智优势，在工业发展上厚积薄
发，先后建立了电子信息产业园、国
际家居小镇等现代化的工业园区，

吸引了大批东南沿海高新产业落户
信阳。在不断寻求发展的同时，信阳
始终坚持环保生态发展的路线，对
我们西藏来说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主持人：你觉得具体有哪些是
我们西藏可以参考借鉴的呢？

柳青：比如，当地所独有的特
产———信阳毛尖。按照活动安排，我
们去了信阳毛尖茶的主产区郝家
冲， 虽然那里是山区， 但农户的住
房、茶庄的修建都非常漂亮。记者团
跟随手工炒茶传承人一起攀上茶
山，了解茶叶的种植、采摘以及制作
流程，亲身体验茶农生活。这种体验

式的乡村旅游方式近年来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
还有美丽乡村建设。 我们实地采访
了全国首批美丽宜居示范村———郝
堂村。这里曾经是一个交通不便、经
济落后的小村庄。近年来，在当地政
府的主导和乡村建设专家的指导
下，美丽乡村建设独具一格。村庄建
设摒弃了大拆大建， 而是充分保持
原貌，修旧如旧。村庄在加强生态保
护的同时发展生态经济， 发展乡村
旅游，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如今的郝堂村， 已经成为一个自然
生态、 绿色环保、 观光体验式的村
落。春日采茶品茶，夏日荷塘飘香，

秋时落叶听雨， 冬季品雪体验农家
饭菜，整个村子都在旅游景观之中，

家家户户都是旅游景点。可以说，美
丽乡村建设为新农村新发现寻到了
一条适合当地发展、 顺应老百姓心
意的路子。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我们

同行的各地记者也在思索、讨论，什
么样的政策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助
民惠民举措？对于咱们西藏来说，比
如林芝地区海拔较低，风景优美，也
盛产茶叶， 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些有
特色的村落经济，如何走生态、环保
发展路线， 如何让村庄发展充满生
机？ 我想从信阳美丽乡村建设当中
可以汲取到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的好经验。

主持人：是的，内地兄弟省市发
展的先进理念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和
借鉴。 自第三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
会作出“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
轮换”的重大决策后，

20

年来，西藏
得到了内地源源不断的援助， 累计
投入资金达

260

亿元。 在这些援助
下，西藏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
生改善、社会事业、生态保护与建设
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除了输血，

更要造血。 正如刚才我们的记者柳
青所介绍的， 如何从别人的发展中
汲取好经验，并转化为我们的实践，

值得每一个西藏人学习。 谢谢柳青
的分享，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活动的
精彩内容。再见！

（播出时间：

2014

年
10

月
30

日；

播出媒体：西藏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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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有“茶都”的美誉，这里
有
210

多万亩茶园，出产的毛尖茶名满
天下。前不久我有幸到这座古城采风，

才发现她的美不仅仅是因为茶。 且用
零碎的记录与大家分享这一周的生
活。

【一】红与绿的隐喻
信阳毛尖名动天下。 好茶汤的口

感味觉， 只有丰富经验的高手才会品
鉴，如我只会牛饮却钟情于茶意的，就
只好说说自己的“饮后感”。

或是“晴窗细乳细分茶”，或是“烟
雨暗千家”， 绿茶总能适应不同的天
气，饮出不同的诗意，毛尖也是。在信
阳日子阴雨连绵，泡茶时便浓一些，少
了一分清爽却不失雅香。 最有意思的
是用透明的杯子， 泡茶时看一颗颗毛
尖吸水膨胀，拥簇成团，生机盎然。

家乡青岛也产茶，叫“崂山绿”，上
等饮法是登崂山取山泉水煮茶， 泉水
甘甜清冽，远胜城中自来水。听说在外
地的信阳人也会从家乡取水， 我深表
理解。一方面可以煮出家乡的味道，另
一方面，信阳的水质确实好。

我和同行开玩笑说，“水”和“佳”

组合一起就是“淮”字，信阳人生活在
淮水沿岸令人羡慕。 生态是信阳的一
张名片， 大别山和淮河水是信阳两道
生态屏障，

34%

的森林覆盖让这里有
全省最好的空气， 无重污染工业保证
了当地优良的水质。 嗅着草木香气配
上一盏鲜绿，充满返璞归真的美感。

和青岛一样，信阳也产红茶，叫“信阳红”，别有一番滋味。

取
5

克信阳红，烹水沏茶。费一番功夫过后，闻香观色，举
杯缓缓啜饮，等醇厚的滋味在舌底蔓开。不需要贪杯，唇齿间
的甜香就可以留下好一阵子，这就有了探寻的余地，有了可以
诉说的对象。喝红茶，正好适合秋冬的夜晚，适合老友相聚，聊
一聊陈年旧事，慢慢回忆。偏偏信阳这座城有的是故事可讲，

从文化名城到革命老区，民间传奇是最好的谈资。

我住的酒店后院，有一位瘦高的门卫老杨，一晚闲逛去拉
话时他在煮茶，请我喝了一杯，汤色红亮，正是信阳红。老杨是
本地人，一开话匣子就是许将军的趣闻，戎马一生的将军在他
口中是贪杯的老人。神往的苏区也是趣闻不少，上了年纪的人
总有独到的幽默， 比如黄永玉先生的漫画一点不输网络段子
手。一段故事两杯茶，茶汤渐淡胃里很暖，把玩着车钥匙上的
中国结，一抹中国红。

说来说去，红与绿的隐喻只能是印象派，总归是太蹩脚，

太浅薄，需要设身处地的体悟。就像嫩绿的毛尖，缓缓发酵成
一抹暗红，渐入化境，妙不可言。

【二】漫话鸡公山
唐代钱起写道：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山中云深雾绕

的感觉很美妙，创造出无限的遐想空间。信阳行中鸡公山是重
要一站，登山时有雨有雾气，正合心意。

雾里寻径，走过很多地标，都是大有名头。尤其是
300

幢多
国别的别墅，气韵依山而成，证明了这里是一度繁华的山城。

繁华意味着宜居，与其他很多名山相比，或许宜居是鸡公山最
大的特色。山中一位导游姑娘跟我讲，当今汉姓

100

个大姓中，

13

个姓氏源于信阳。信阳是中原侨乡，如今在福建、台湾，很多
人都把信阳作为他们的祖居地， 每年有大批的游子来此寻根
祭祖，而他们也会到山中住上一阵。我说也许是人之常情，毕
竟山是一种最古老的家的意象。一位现代诗人这样写道：

你说山会拉着你回家
/

他会让你不再害怕天涯
/

他会陪你
看满天红的霞

/

看你像花一样长大。

再来看，游子们经常回发出“乡关何处”的感叹，而“关”字
就有山口大门的意思。冷漠的自然让人产生归属感，这种情感
坦诚透彻，而不仅仅是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如果再进一步，

还是交给哲学家去研究吧。

返程途中看到一句广告语：好客信阳人，好酒鸡公山。正
巧，当地白酒也以鸡公山为名，“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
他乡”，他乡很容易也成了故乡。

【三】烟雨南湾湖
虽然不至于掬之可饮，不过作为城市水源地，南湾湖的水

也足够清澈。湖的上游是“信阳毛尖”主产地，可谓是好水养好
茶。这里景色虽美我却说不出独到之处，不过听闻湖中盛产南
湾鱼，味道鲜美，好吃的我少不了要尝尝鲜。

南湾鱼头汤是信阳最著名的一道美食， 钓一尾南湾白花
鲢，煲一碗热汤，最适合在湿冷的天气品味。做法也简单，放上
葱姜酒去腥，以木炭慢炖缓熬，让鲜味尽榨于汤，直到鱼汤洁
白似乳，再放粉皮、佐料，最好放点辣，吊出鱼头特有的鲜味，

就可以上桌， 配上现做的嫩鱼丸就更完美了。 坐下喝一口热
汤， 满足感足以消除苦苦寻觅的劳顿， 让人感叹确实不虚此
行。家常的做法也让我把它和家人煮的鱼汤作比较，常年在外
的我，在烟雨南湾湖畔，眼底也是雾气蒸腾。

鱼汤易做， 南湾鱼却不易得。

260

多万信阳人是在外地劳
作，家乡的一碗的鱼汤也就成了牵挂。后来在市区火车站附近
一家私房菜馆，老板也向我们推荐这道汤，说不管本地人外地
人，到了信阳下了车，一定要喝一碗南湾鱼头汤，煲汤不能掺
假，要不然就砸了自己招牌，也砸了信阳的招牌。

可能煮鱼汤也要以南湾湖水为妙， 湖畔的鲜美味道在其
他店中再没有尝到。不是矫情，美食总会让味蕾特别敏感，自
然变得挑剔，尤其是难忘的味道。

关于信阳的零碎记忆都有包含“乡关”的意味，明明是写
游记却像是写自己的家乡。 冰心有一篇散文叫《我的家在哪
里》，她周游世界，曾在许多地方停留，称得上是一个“不知何
处是他乡”的放达之人了。不过文中她说总梦到儿时的故乡，

似乎和她一生的漂泊形成悖论。既然如此，不如说家是一种思
念，长期漂泊在故乡之外的人才懂得这种思念，而信阳就有一
种魔力去平复你的思念，也留下你的思念。不是入乡随俗，而
是移风易俗，并不突兀，让人平生一分亲近。

（播出时间：

2014

年
11

月
2

日；播出媒体：青岛广播电视台）

河南信阳筑巢引凤 珠三角企业挥师北上

广东电台记者牛日成郜国欣
在革命老区河南省信阳市，电

子信息产业近年间奇迹般崛起，逐
渐改写当地以“农”字看家的传统经
济格局。其中，不少是在珠江三角洲
产业转型升级浪潮中挥师北上的企
业。目前，已经有

60

多家广东电子信
息企业在信阳设厂， 借助信阳的区
位优势抢占广阔的内需市场。近日，

记者随中国广播联盟“感知中原、倾
听信阳”采访团进行实地采访。

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市，大
别山和淮河养育出良好的生态环
境。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等贯穿其
中，形成四通八达的快速通道，造就
了信阳吸引现代工业、 新兴产业落
户的优越条件。

如果用一个圆圈涵盖中国巨大

的内需市场， 位于中原地区的信阳
市就正好处于中心位置。 这自然也
成为广东电子信息企业北上转移的
用武之地。 生产液晶面板的天扬光
电科技公司是其中之一。

公司总经理许力说：“我们考量
信阳这地方，认为它有区位优势，离
我们所有的客户，包括南京、合肥的
客户也好，覆盖面积都不超过

450

公
里。我们基本都保证今天做的东西，

明天中午前客户就能收到。而且，高
铁通了以后，所有的客人从深圳、上
海等地过来都很方便。”

生产麦克风、 变压器等原件的
圆创磁电科技公司， 将生产线搬到
信阳也是看中当地特殊的地理位
置。 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李建伟说：

“信阳交通基本上处于中国的中心
地带，我们产品到成都、深圳、烟台
等地方都是从这里发出去。”

记者接触多家将生产基地完
全转移到信阳或者在信阳设立新
产业链的电子信息企业，他们的总
部大都继续固守珠三角，留住对外
的窗口。圆创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李
建伟说：“在东莞主要做研发、接单
等部分，因为毕竟东莞离香港比较
近，交通、信息等各方面都比较发
达。”

这种沿海地区总部主攻产品研
发、加内地设厂生产的新发展模式，

被电子企业视为“内外兼顾、实现双
赢”的战略。信阳市副市长张明春：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
30

多年，像广

东沿海的大部分产品开拓海外市场
的比较多，那么，现在中国整个经济
上来之后，内地的消费也提高了，内
需市场也培育起来了。过去说”得中
原者得天下“，那么现在这句话的市
场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了。 中原是个
大概念，不仅是河南，得了中原就散
发和影响到大中国的市场。”

信阳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园，筑
起“巢”能引到“凤”，吸引力除了地
理位置优越和土地、 电力和劳动力
成本相对较低之外， 另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地方政府提供的“保姆式”贴
身服务。 张明春介绍：“企业招商引
资到信阳来以后， 从公司注册到落
地手续的”一条龙“服务，政府全程
代办。投产之后，企业的融资、招工

等， 我们政府都持续不断地全程服
务。所以，企业到这里来，你只管投
资，所有的服务都是政府的。”

天扬光电科技公司总经理许力
告诉记者，政府真诚、周到的服务给
企业注入了增资扩能的信心。

“

2011

年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
生产线在这里试验， 试完后发现政
府的确有心思做这一行， 扶持我们
做这一行。 我们觉得可以发展，到
2013

年时扩大到两条生产线。然后，

地方的政策还是不变不改， 包括我
们的市场也起来了， 于是今年年初
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扩了

12

条生产
线。 现在， 我们已经有了

16

条生产
线，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不久前， 信阳智能终端产业园
开园， 来自深圳的

40

多家手机企业
进驻， 还有上百家同类企业也有意
走上总部研发留在深圳、 生产制造
转移到信阳之路。 信阳正成为广东
企业北上淘金的一块热土。

（播出时间：

2014

年
10

月
29

日；

播出媒体：《广东电台》）

“回 到 村 里 的 年 轻 人 ”

湖北广播电视台敖芳

10

月
28

日———

30

日，跟随“感知
中原倾听信阳———中国广播联盟
全国电台信阳行活动”采访团，湖北
之声记者敖芳来到了革命老区信
阳。短短三天时间，记者们进茶山、

走田园，信阳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建
设，让各地记者一次次驻足流连。“走
进信阳乡村，宛若置身画卷”。行走在
乡村画卷中，湖北之声记者敖芳却从
村里的年轻人中看到了别样景致。

秋雨绵绵中， 中国广播联盟
2014

全国电台信阳行记者团走进信
阳的郝堂村。此前，听信阳台同行介
绍，郝堂村是全国首批“美丽宜居示
范村”， 也是河南省唯一入选的村
庄。一路上，心怀憧憬。沿乡村小路
蜿蜒前行，满眼都是景致。小路依山
而修， 潺潺溪水淙淙， 葱茏古树掩
映，蒙蒙雨雾中，远处的茶山若隐若
现。村庄街巷曲折通幽，一座座狗头
门楼、一幢幢清水墙，在豫南民居间
错落有致， 无声地讲述着属于村落
的故事。 村边的百亩荷塘， 连着小

街，映着房舍，宛若一幅水墨剪影。

村庄如画，引人驻足。这样的村庄
是如何规划？如何管理？又将如何发展？

在郝堂村一号院， 村支书助理
姜佳佳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

这位
80

后的村官，年纪不大，气场不
小。马尾辫、粉外套，闪亮的眼眸，说
来话来干脆利落。她说，自

2011

年来
到郝堂村后， 就再也舍不得离开。

“做村官六七年了。 和我同期来的，

很多人都考公务员走了。 我依然坚
守在这个岗位上，是真的喜欢。我从
小在乡村长大，父母都在乡村。在这
个环境长大， 村庄建设的整个过程
都亲身经历。 所以特别希望能把村
庄建设好，让村民过上好的生活，这

些也会激励自己更加努力。”

当初，姜佳佳到郝堂村任职，其
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字
和图像记录村庄的变化。 每一次哪
怕细微的变化都会让记录者有切身
的体会。 慢慢地， 姜佳佳也从一个
“协作者”，变成了郝堂村的发展“策
划者”、建设者。

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农
村留守人群的大多为老人和孩子。

如何调动年轻人的热情， 吸引他们
返乡创业，并成为村庄建设的主体，

成为姜佳佳和同事们交流最多的话
题。

2012

年，经过多方沟通，姜佳佳
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发起成立了返
乡青年创业合作社， 围绕着景观农

业替代传统种植的思路， 流转土地
200

亩，种植荷花。这片荷塘，既可以
成为村里的污水处理系统， 也成为
郝堂村最具吸引力的风景； 而荷塘
的莲蓬、莲叶、莲藕等副产品也为合
作社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姜佳佳介绍说：“返乡青年创业
合作社， 激发了村里年轻人的热情。

我本人就是这个合作社的理事长。我
真切地感受到郝堂村在变化，村里的
年轻人在变化。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和
郝堂村的建设是同步的，从最初单纯
地考虑经济收入，到现在深入考虑到
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这一系列的转
变，让我们看到了村庄的希望。”

郝堂村的变化， 不仅村民感觉

到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无
论是春季踏青，夏季纳凉，秋季赏荷、

冬日赏景， 郝堂村人气越来越旺。游
客们到郝堂品茶、吃农家饭；外地的
参观团到郝堂， 学习乡村建设经验、

探究美丽乡村发展。郝堂旅游红红火
火，餐饮、住宿、小吃、特产……村民
们行动起来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回来了，郝堂村被“激活”了。

沿街巷前行，在村子的一侧，有
一处“岸芷轩”的休闲小书吧，这也
是姜佳佳的“杰作”。书吧里面藤椅
茶几、书籍电脑、茶艺咖啡，一应俱
全， 于乡野中让人感受到时代的气
息， 这是村里的年轻人学习交流的
聚集地。姜佳佳说，这仅仅是一种尝
试，几年来，一次次成功的尝试让参
与其中的建设者感到骄傲， 也让大
家看见乡村的价值得以显现。

我们期待， 美丽郝堂、 活力郝
堂，书写出更多的精彩故事。

（播出时间：

2014

年
11

月
2

日；播
出媒体：湖北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