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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晶卢小龙

董家河镇精心做好冬季茶园管理

本报讯
(

孙艳利
)

入冬以来，气
温持续下降，冬季茶园管理也到了
关键时期。为降低病虫冻害，提高
茶叶品质， 确保茶园安全越冬，
河区董家河镇早部署、 早行动，及
时组织督促茶农加强冬季茶园管
理，力促茶农来年增收。

越冬管理的好坏， 直接关系
到来年春茶产量和产值。 作为拥
有

14

万亩优质茶园的茶叶大镇，

茶叶一直是董家河镇增收的优势
主导产业。一入冬，该镇就邀请茶
办专家对茶农进行全面系统的培
训，为他们讲解茶园深翻改良、病

虫害防治、茶树合理修剪、幼园防
冻管理和生态茶园后续管护等各
项技术要点。同时，及时组织农技
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组
织茶农加大茶园管护力度， 采取
培土、搭扣拱棚、搭防风帐、地面
铺草和盖膜等措施，面对面、手把

手地帮助茶农切实搞好茶树越冬
防护。

截至目前，该镇共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

5000

余份， 茶农培训
650

人
次，已完成茶园冬季深耕施肥

10

万
亩，实施幼园防冻措施

1

万亩，茶园
冬季管理工作正有序推进。

痴 茶 人 的 致 富 路

———记信阳市发扬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发阳

他是一个朴实地道的山区农民，

也是从事茶产业二十多年的信阳毛尖
手工炒制工艺传承人。 通过辛勤的劳
动，他摆脱了贫困，成为远近闻名的茶
叶生产、销售大户，帮助乡亲共同致富
的带头人。 他就是信阳市发扬茶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河区发阳农之丰茶
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发阳。

朱发阳自幼家境贫寒， 家里有
7

、

8

亩茶园， 打小他就跟着父母学炒茶。为
了能够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他凭借自

己精湛的炒茶技术， 多方筹集资金，开
山种茶、扩建茶园，开始了艰苦创业的
漫漫历程。经过多年的打拼，朱发阳的
茶园规模越来越大，业务范围也逐渐从
市内发展到市外、从省内发展到省外。

生意红火了，朱发阳并没有“萝卜
快了不洗泥”。他坚持无论自己的生意
做到多大，一定要保证茶叶质量，以诚
信对待每一位客户。 正是他这种诚信
待人的做事风格， 为自己事业的长久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公司里，他
专门设置了手工炒茶区域， 亲自抓生
产，保证生产出来的茶叶是原生态的、

正宗的高山信阳毛尖。 其公司生产的
信阳毛尖也以颜色鲜润、味道清新、醇
香回甘而著称， 深受广大客户的一致
好评。每当春茶开采季节，到朱发阳家
买茶的客商络绎不绝，产品供不应求。

因为辍学早， 朱发阳明白缺乏系
统的茶产业知识是他的发展短板。为
此， 他报名参加了信阳信息技术技工
学校开设的茶叶种植与制作专业课
程。每年春茶采摘完成后，他还要到外
地参观学习， 学习别人先进的销售经
验和管理模式。 几年下来， 他跑遍福
建、 云南、 湖北等产茶省的茶叶种植

区。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结交了
很多优秀的茶叶方面专家， 还学到很
多先进的制茶经验， 他制作出的信阳
毛尖品质也更纯正， 口感更清香、甘
甜。

2013

年信阳茶文化节期间，朱发阳
公司生产的清香甘甜的原生态高山茶
被来宾称赞为茶中极品，来自新加坡、

日本的朋友品尝他制作的茶叶后，和
他洽谈了长期的合作意向， 公司的业
务量也大幅度提高。

朱发阳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山区
茶农，我种茶、制茶，不仅是为自己增
加收入，还要带领大家科学种植、科学

管理，打造出知名品牌，让广大茶农增
产增收，共同脱贫致富。”为了更好、更
全面地发展茶产业，带动乡亲们致富，

朱发阳投资上千万元， 打造一个以生
产原生态茶叶、 无公害蔬菜、 瓜果为
主，集现代农业、食品加工和休闲观光
为一体的新型家庭农场。

站在一期工程已经基本完工的家
庭农场前，朱发阳自豪地说，相信整个
工程完工后， 发阳家庭农场将成为白
马山村的一个亮点， 带动整个白马山
村的经济发展， 让整个白马山村在新
农村建设方面前进一大步。

不

宜

喝

茶

的

时

间

段

喝茶有讲究， 不仅仅是
形式上的讲究， 更多的是对
于身体健康的讲究。 很多人
或许都不知道， 在有些时间
段是不宜喝茶的， 不仅对身
体起不到帮助， 还会有损健
康。

空腹时
因为茶叶中含有咖啡

因等生物碱，空腹饮茶易使
肠道吸收咖啡碱过多，从而
会使某些人产生亢进的症
状，如心慌、头昏、手脚无
力、心神恍惚等。不常喝茶
的人， 尤其是清晨空腹喝
茶， 更容易出现上述症状。

这被称为茶醉，一旦出现茶
醉现象，可以口含糖果或喝
些糖水来缓解。相对年轻人
来说， 老人的肠胃更为脆
弱，患胃病、十二指肠溃疡
的中老年人更不宜空腹饮
茶，尤其是浓茶。因为过多
的鞣酸会刺激胃肠黏膜，从
而导致病情加重，有的还会
引起消化不良或便秘。

喝醉时
茶叶有兴奋神经中枢的

作用，醉酒后喝浓茶会加重心脏负担。对心肾功
能较差的人来说，酒后尤其不能饮大量的浓茶

;

可采用进食大量水果或小口饮醋等方法， 以加
快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使酒醉缓解。

睡觉前
茶中的茶碱等物质被人体吸收后， 对中枢

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兴奋作用， 饮茶会使精神兴
奋，影响睡眠，甚至导致失眠，尤其是新采的绿
茶，作用更明显。并且，茶有利尿作用，老人睡前
饮茶还容易导致夜间尿频，影响睡眠质量。

服药期
有些患慢性病的老人需要长期服药， 很多

药物服用期间不宜喝茶。比如镇静助眠药物、抗
心律失常药物等。 茶碱可降低一些药物的镇痛
作用，因此，服用镇痛药物时也不宜喝茶。

（王磊）

品 茶 ， 心 境 为 上

品茶是品茶者心的回归、 心的歇
息、心的享受、心的澡雪。因此，品茶时
要有一个最佳的心理环境（即心境），才
会真正体味到品茶的真谛，获得精神上
的享受。

古人品茶时，是很讲究心境的。唐代
的冯可宾在《茶笺》中为心境设定了几个
条件，把“无事”放在了首位。无事，是指
品茶人神怡心闲，悠然自得，无牵无挂，

无忧无虑。这个内涵，不仅指品茶人有宽
松的时间，还必须有“无欲无求”的心态，

做到“心远红尘，神离三界”，功名利禄声
色犬马于我如浮云矣。 希贵希富希官希
达之人，希车马声色金钱豪宅之人，决没
有“无事”这个条件。

其次是“清静”。清静不仅指品茶的
环境清幽雅静， 更指品茶人的内心环
境。静，是中国茶道的修习之要，只有心

静神清，才能做到心为“天地之鉴，万物
之镜”，才能在品茶的茶悟中洗涤人格，

超越自我，使精神受到澡雪和滋润。

其三是“佳客”。 佳客必为知己高
士，心中敬慕之人，志趣相投之人。孔子
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了佳
客，方能让心境愉悦起来，得品茶之趣，

纳品茶之慧，是谓心境之致。

最后是“会心”。这是心境的相互对
流与释放。有了清心闲适，有了佳客高士，

自然在品茶中能“心有灵犀一点通”，相互
启迪灵性，达到彻悟人生。

有人说，用心品茶的人，才会品出茶
的真谛与情趣， 而良好的心境则是“心
品”的前提与条件。品茶时的心境虽然也
会因人而异，但闲适与静雅，应是心境的
最高境界。故而，品茶以心境为上。

（董鹏）

近年来， 河
区谭家河乡的建国
生态茶叶合作社负
责人李建国， 抢抓
“河区茶叶产业
集群试点” 战略机
遇， 秉承生态化理
念，严格按照《河
区茶叶产业集群发
展规划》要求，积极
打造“优质、高产、

高效、生态、安全”

生态有机茶品牌。

图为李建国正在进
行冬季茶园管理。

本报记者
吴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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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茶叶销售淡季，只
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导罢了，经
营者应该调整好心态，保持往
日的工作激情。茶叶消费并无
明确的四季销售之分，但却有
比较典型的茶叶季节销售类
型，如春茶和秋茶。如今正是
茶叶销售的天下，茶叶连锁经
营者应该淡化那种茶销售淡
季的想法， 实实在在工作，用
品质和品牌为企业产品增加
附加值。这是中国十大茶叶加
盟品牌观景茶业在经营发展
中总结的经验成果，茶叶经营
者应该好好把握销售产品的
契机。

因此， 无论是茶叶销售
淡季还是旺季， 茶叶加盟经
营者都应该以传承企业产品
形象和企业文化为发展目
标， 认真做好品牌宣传等工
作，即旺季做销售，淡季做品
牌。同时根据市场发展需求，

从满足顾客需求点出发，对
自身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寻
找发展商机。另一方面，在销
售淡季期间， 茶叶经营者还
要维护好同客户间的交流，

制定出相应的客户维护方案，加深客户关系。此
外，企业人员培训工作也要紧密进行，不断强化
和壮大企业团队力量， 为企业发展打下坚实可
靠的基础。

罗山县大力扶持茶产业

本报讯（韩勇）今年以来，罗山县
紧紧围绕省市县茶产业发展规划，以政
策、资金、技术、品牌“四扶持”为抓手，

推动茶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目前，该县
茶园面积发展到

25.2

万亩，其中开采面
积
13.5

万亩， 年茶叶总产量
424.93

万公
斤，产值

7.9

亿元。

政策扶持。该县制定扶持茶产业发
展优惠政策，将茶叶生产纳入县域经济
发展总体目标管理体系。

资金扶持。该县逐步加大茶产业发
展基金投入比重，县财政已投入资金达

1000

多万元，整合涉农项目和社会资金
4000

多万元。

技术扶持。 该县结合阳光工程、新
型农民、科技特派员等培训活动，加大
良种繁育推广、生态栽培技术、无公害
及有机茶生产等方面的培训推广力度，

已开办培训班
29

期， 培训
7300

多人次，

直接到户到园指导
3500

多人次。

品牌扶持。 该县组织
8

家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参加国际茶博会推介品牌，支
持茶企业争创名牌，已发展名茶商标品
牌
10

个。

□

张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