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 咱 们 的 乡 村 更 美 丽 ”

———记全国劳动模范、信阳市广义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广义

“让茶山绿起来，让茶农富起来，让咱们的乡
村更美丽！”作为茶农致富的带头人，信阳市广义
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广义， 今年被党中央、国
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后，没有一直
捧着荣誉而沾沾自喜，从北京领奖回来后，就一
直在乡村与村民一起探讨建设新农村大事。

怀抱理想返乡创业
出生在河区董家河镇一个偏远小山村的

李广义，由于兄弟多，家境贫寒
,

无钱求学，年幼
时就回乡务农。

1986

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专
业户、万元户和科学养殖户这样的名词，对他来
说是一种时尚和梦想，他希望找到一条发家致富
的门路。一天他来到村水库旁边，眼前突然一亮，

这个水库有几百亩的水面，怎么没有人敢承包下
来养鱼呢？他仿佛看到了希望，兴奋地跑到家里
把承包水库养鱼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父亲却说，

这个水库里的水深、瘦，而且水库难以管理，这么
多年了，从来没有人养过鱼。对于父亲的说法，他
没有反对，也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他来到南湾水
产科学研究所，向专家请教。当天水产专家来到
水库实地查看，并说让这么大面积的生态水面闲
置，实在太可惜了，如果合理养殖，收入一定可
观。听完专家的讲解，他为之一振，也让他下定决
心，坚定要干一番事业的念头，很快就与村委会
签订了水库承包合同。几分辛苦，几分回报。

3

年
过去了，他从水塘里打捞出了

5000

多斤鱼，每斤
卖到

3

元多，当年就收入
2

万多元，实现了万元户
的梦想。

虽然自己的生活好起来了，但看到村里还有
许多家庭连油都吃不上， 不知道猪肉是什么味
道，到乡集市和市区几乎都是步行，李广义心中
非常纠结，“能有什么办法让村里人也能都有事
干，有钱挣呢？”他怀着到大城市增长见识的想法
和改变家乡面貌的抱负，毅然离开家乡，背着行
囊来到郑州打工。打工期间，他处处留心学习市
场经济和经营管理知识， 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

增长了见识。在与客人和同事交谈中，得知家乡
“信阳毛尖”的知名度很高，李广义灵机一动，决
定回家乡做好“茶”文章，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与茶结缘成就辉煌
茶乡长大的李广义，与茶有着特殊的情缘。茶

叶是信阳部分群众的经济作物，主要收入来源，而
茶叶生产还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原始阶段， 产量
低、价格便宜，茶农卖茶难、收入低，同时也看到极
为丰富的茶资源和政府的有力推动， 蕴含了信阳
茶产业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业机遇。 李广义抓住
机遇，把做好茶生意作为创业的选择，开茶叶店，

让家乡的茶叶卖出去换钱；开茶馆，让更多的人了
解信阳毛尖，让更多的人喝上信阳好茶。

1989

年，李广义靠打工挣来的
2000

元本钱和
两个茶叶桶， 在平桥茶叶城

312

国道旁租了两间
门面房，开始从事小规模的茶叶个体经营。他从

老家董家河镇亲戚和邻居那里收购茶叶，每隔三
两天运往平桥茶叶店。这期间，他经受了店里被
盗、家中失火、生意被骗、被抢劫等种种打击，几
次磨难都使他的经营成果付诸东流， 回到原点，

但他又一次次重新站了起来。就这样，他不辞辛
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创业的酸甜苦辣中，

逐渐把握了经商之道， 同时也加深了对茶文化、

茶历史的感悟，加深了对信阳茶产业状况的了解
和认识，创业的蓝图在他的心目中渐渐清晰。

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 加之茶叶质量
好、服务好、守信用，李广义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上门买茶的客户也越来越多。逐渐，原有的营销
规模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 产品供不应求。他
意识到，小企业、小店铺的生产和营销方式已经
无法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要在市场中开拓
更广阔的天地，必须创立自己的茶叶品牌，确立
新型的企业形象。

2004

年， 李广义筹资
500

多万
元，成立了信阳市广义茶叶有限公司，注册了“广
义”牌信阳毛尖商标，并在河港镇投资新建了
一条茶叶自动化生产线。为了将“广义”牌信阳毛
尖做大做强，李广义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提高自己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形成了独
特的公司管理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并很快在全
国开办了多家连锁茶叶销售分店，逐步建立了自
己的经营网络。目前，“广义”牌信阳毛尖已经销
往北京、郑州、武汉、哈尔滨、合肥、台州等国内大
中城市，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

李广义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锐意进取的精
神， 始终走在众多茶商的前列， 使公司步入了快
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实现了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
的跨越。

2007

年
4

月， 他获得首届信阳市最具魅力
的“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荣誉称号，同年

5

月，获
得信阳市“五一劳动奖章”，并当选信阳市青年商
会副会长。

2008

年
1

月
,

他被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授
予“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同
年
12

月，荣获“河南青年创业风云人物”称号。

2009

年
4

月，他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获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他的艰苦创业、开拓拼搏的精神，在
当地农村青年中起到了模范带动作用， 为信阳市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拓进取敢为人先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李广义清醒地认

识到，实现市委、市政府做大做强茶产业的战略
目标，必须在提升产业结构、完善茶产业链条上
下功夫， 必须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2009

年河南
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在信阳市挂牌后，李
广义借助政策扶持， 于

2009

年
9

月在河区董家
河镇流转土地

2168

亩，荒山、山林
5300

亩，率先建
立了无性系生态茶叶种植示范基地，并在基地实
施了多个项目建设。当年，基地就被农业部确定
为全国首批有机茶种植标准园之一。广义茶叶有
限公司建立了博士后研发基地平台，先后投入了
5800

万元，进行了茶园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南茶
北种战略，引进了金观音、黄观音、台湾香茶、乌
牛早等十几种优质品种， 丰富了信阳茶品种。

2010

年，公司投资
1500

万元，在示范园区建设一
座
15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茶叶加工厂， 年加工茶
叶

160

吨， 实现了茶叶加工清洁化、 机械化。自
2011

年以来，公司先后投资
5600

万元，以“生态、

休闲、体验”为主题，打造茶文化观光休闲度假胜
地。同时，公司从单一的信阳毛尖经营到信阳红
茶研发，

2013

年又研发了茶树花产品，

2014

年研
发红茶饼。新产品进入市场后，反响很好，深受消
费者喜爱。

目前，广义有机茶种植示范基地已建设成为
河南省最大的集茶叶种植加工、 茶文化旅游观
光、科技开发于一体的大型示范园区、南茶北种
示范园区，并被确定为河南省转型升级“双千”重
点工程、河区政府茶产业重点示范项目，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实现了茶叶种
植、生产一体化和茶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提高
了土地利用率和茶产业的综合效益，促进了茶产
业可持续发展。

着眼未来，着眼发展，公司计划再流转土地
2

万亩，总投资
1.3

亿元，把园区建设成为全国一流
的茶叶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先进的茶叶生产加
工基地、 高标准的水土保持示范基地和优越、独
特的茶文化旅游观光基地，实施从茶园到茶杯的
安全放心工程，做到茶园种植可掌控，产品质量
可追溯，实现茶树品种多元化、生产加工清洁化、

园区环境生态化、市场营销品牌化。

领头之雁带富一方
李广义在创业的过程中，始终不忘报恩父老

乡亲。他建立了“公司
+

农户
+

基地”的生产经营
模式， 成立了广义茶叶专业合作社， 吸收当地
1000

多户茶农为社员，对当地
3000

名茶农进行茶
叶种植技术培训， 常年与合作社及董家河镇、
河港镇

500

多户茶农保持购销合同，安排了
300

多
位当地农民就业，使

50

岁至
60

岁不能外出务工的
茶农实现了由农民向职工的转变。

在流转土地建设示范园时，他拿出
3600

万元
的现金给农民， 投巨资环陈湾村修了

3

纵
3

横
6

条
水泥路， 为该村家家户户无偿安装自来水管道，

架起了专线电网， 解决了老百姓的用电问题，为
老百姓安上了宽带专线。老百姓将土地流转给公
司后，从土地劳作中解脱出来，一部分农民变成
了公司的职工。 这里的农民收入也大幅增长，从
2009

年人均年收入不到
3000

元，到现在的人均年
收入

15000

元。

逢年过节，李广义都亲自去慰问一些生活困
难群众。他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学生，积极参加
社会公益捐助活动。

“现在，这里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是解决了，我
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和一些举措，不断提高大家的
素质，如做一些‘劳动美丽’、‘劳动光荣’、‘爱护
环境’宣传标语，打造民风淳朴、空气清新、乡村
美丽、家园和谐、环境优美的新农村，让老百姓得
到更多实惠。”李广义说。

信阳市广义茶叶有限公司总部

4

月
28

日，李广义在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广义茶叶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工作会议现场

李广义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贫困职工

广义茶印象园茶叶加工厂外景

2015

年
6

月
18

日（乙未年五月初三） 星期四 专版 责编：肖胜审读：庭军组版：张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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