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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口，信阳好茶想这口！”这条耳

熟能详、令人遐想的广告语是对十八口茶

叶的真实写照。十八口这个品牌，近年来

在信阳风生水起、小有名气；十八口品牌

的创始人代君，在信阳百姓、知名茶企中

可能都不陌生， 因为经常在党报党刊、电

视等各种媒体上经常见到他。 生活中的

他，朴实稳重，痴性如茶；事业上的他，雷

厉风行，越做越大。

那是

2009

年，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卢

展工提出利用信阳丰富的夏秋茶资源开

发生产优质红茶“信阳红”之时，在外打工

小有积蓄的成功人士代君敏锐地嗅到商

机，毅然返乡注册了十八口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创办新羽红茶专业合作社加工

基地。目标咬定说干就干，当年年底就完

成前期选址、厂房建设、培训员工等，第二

年茶叶开采时随即投入生产。新羽红茶专

业合作社加工基地的建成，有力引导茶农

从事红茶生产， 改变过去谷雨过后不采

茶、夏茶和秋茶基本浪费的现象，实现变

废为宝，使周边几个村茶农的收益大大增

加，经济社会效益都十分巨大。

信阳市十八口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新羽红茶专业合作社自

2010

年创办以

来，始终秉守一条信义：别人不生产，我仍

在生产；企业即使不赚钱，也决不能让茶

农不赚钱！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合作社

积极探索茶叶生产新模式，把打造知名品

牌与带动农民致富紧密联系起来，使合作

社获得了长足发展， 综合实力大大增强，

有力地促进了茶叶产业化发展，实现了合

作社与茶农的双赢。 尤其是进入夏秋季

节， 合作社利用当地富余的茶叶资源，加

大夏秋茶采摘力度，大力生产中低档信阳

毛尖、信阳红茶，迅速形成了生产、加工、

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极大增加了茶

农的收入。

作为公司董事长， 代君狠抓产品质

量，处处率先垂范。一是科学管理，龙头带

动，有章可循。针对当地茶业经营分散、种

植面积小、管理粗放、生产水平低、从业人

员素质不高的现状，他组织茶农、茶商、茶

企、农资经营者按照股份制形式组成的利

益共同体，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他组织带领茶农以

茶叶为中心，按统一标准施肥、统一田间

管理、统一订购优质农资、交流生产技术、

社员经营者订单销售， 在节约生产成本、

提高茶叶质量的同时，大大减少茶农单枪

匹马闯市场的风险。 在代君的带领下，合

作社制定了 《茶叶专业合作社章程》、《社

员管理制度》、《茶园种植管理技术规程》、

《茶加工操作规程》等相关制度，还建立健

全了车间加工、包装规程，财务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等一整套完善的内部管理

制度，使合作社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标准

化、制度化、法制化良性发展的轨道。截至

目前，合作社入社成员已达

158

户，茶园面

积突破

3600

亩，入社成员每亩茶叶年均收

入增加

3000

余元。二是强化培训，提高合

作社成员的从业素质。他组织合作社多次

聘请专家举办了多期“茶叶种植技术培训

班”，采取设立茶叶技术宣传摊位、制作红

茶品鉴收藏小常识公益短信、发放茶叶管

理技术宣传材料、开通红茶微博微信群等

形式， 向广大茶农详细讲解茶树从栽培、

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摘等各个环

节管理技术，提高了茶农从业素质，同时

增加了广大消费者的品茶、 收藏知识。三

是加大科技投入，培育新品种，提升茶业

的内在品质。在他的精心设计下，合作社

成立以来投资

300

余万元， 美化硬化了基

础道路，修建了水利灌溉设施，茶园生产

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他还组织了合作社茶

艺专家团队，承担了茶叶优良品种的研发

栽培。

2010

年公司成立了由全国知名红茶

研制大师为首的信阳红茶专业制作技术

团队，成功与信阳市方远技术学校签订了

信阳红茶研制开发技术培训基地的合约。

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司加强了信

阳毛尖、信阳红茶的研究开发工作，成功

开发出有自己特色的十八口信阳毛尖、十

八口信阳红茶等系列茶产品，极大地丰富

了信阳毛尖的结构类型，增加了消费者购

买时的选择性，同时大大提升了信阳茶企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

2011

年， 该公司

获得了信阳市浉河区茶业协会授予的“信

阳市浉河区首届信阳红茶品鉴会优胜单

位”，同年该社还获得了“信阳市市级示范

社”称号、河南省电视台颁发的“河南省十

佳合作社”等荣誉称号。

2013

年，该公司获

得中国中轻产品质量保障中心颁发的“质

量、服务、信誉

AAA

企业”荣誉证书。在信

阳第

23

届国际茶文化节暨

2015

中国 （信

阳）国际茶业博览会上，信阳市侨商会企

业———信阳市十八口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再获殊荣，公司生产的十八口牌信阳

毛尖、信阳红茶荣获“

2015

消费者最喜爱

的信阳十大茶叶品牌”。

近年来，代君不断进取，精益求精，先

后荣获浉河区颁发的引领农业综合改革

试验区建设“百优”优秀人才荣誉称号，浉

河区吴家店镇

2011

年度特别贡献奖。

2012

年， 他当选为中共信阳市浉河区政协委

员、信阳市侨商会副会长。以茶为媒，以茶

会友， 代君先后与河南省副省长王铁、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等领导

“斗茶”并合影留念，将来他将继续以茶为

业，打造美好前程！

持重笃行做好茶 造福茶农惠民生

———记信阳市十八口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代君

以品质铸造品牌

———信阳市十八口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介

信阳市十八口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位于信阳市浉河区吴家店镇，紧依旅游胜

地、茶叶名产地车云山，坐拥著名的十八口

水库，距信阳市区约

30

公里，

312

国道贯通

其中，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公司主营

业务为信阳红茶、信阳毛尖的研制、加工、

销售和生态茶园观光旅游

,

打造观光、休

闲、品茗一体化的健康模式。

信阳地处东经

114

度、北纬

32

度，是南

北的重要地理分界线，也是亚热带和暖温

带的过渡地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公司

现有生态茶园

5000

多亩，主要分布在十八

口水库库区。水库四周林木茂密 ，空气湿

润，天然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气候条件，适

宜茶树的生长，同时也孕育了这片小叶种

茶园。

公司努力构建 “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

生产格局，旗下新羽红茶专业合作社，有目

前河南省内较具规模、标准现代化的红茶

生产加工基地，同时还成立了信阳红茶制

作技术培训小组，并成功与信阳市方远技

术学校签订了“信阳红茶开发研制技术培

训基地”的合约。

2011

年该合作社获得信阳

市浉河区茶叶协会授予的“信阳市浉河区

首届信阳红品鉴会优胜单位”荣誉称号，同

时获得“河南省十佳合作社”、 “信阳市市

级示范社”荣誉证书。

2012

年，公司成功注

册了“十八口”品牌，先进的生产设备、优质

的鲜叶原料再加上专业的信阳红茶制作工

艺，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十八口·信阳红”，

以其特有的乌黑油润、 条索紧细、 金毫显

露、汤色明亮、香气独特、滋味醇厚、回味甘

甜的优良品质独领市场。目前公司的产品辐

射新疆、广东、河北、河南、山西、北京、上海

等多省市， 并在信阳国际茶城

1

号楼设有旗

舰店，市场需求量逐步提高。

2013

年，该公

司获得中国中轻产品质量保障中心颁发的

“质量、服务、信誉

AAA

企业”荣誉证书，

2014

年，通过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同年，该公司的“十八口信阳红”在北京

国际茶业展名优茶评比中荣获银奖。

公司本着以细节决定成败， 安全成就

管理，科学促进发展的理念引领未来

;

以诚

信、专业、生态、健康为宗旨，用心打造完美

品牌； 以弘扬中国茶文化为己任， 以茶为

业、 以茶会友， 热忱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惠

顾、洽谈、指导、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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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代君（左）在生态茶园中忙碌的场景。 本报记者 孟 磊 摄

生态浉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