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云
悦悦
读读

社 址:南阳市梅溪路 666号 邮编:473014 广告经营许可证:宛市监广发登〔2020〕01号 新闻中心:63137811 新媒体中心：63131339 办公室：63131810 广告中心:63137283 63155218 发行中心:63299999（投诉） 63162210（征订） 印刷：南阳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63152823

08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乔浩光 赵春蓓 张小青乔浩光 赵春蓓 张小青

组版组版 张 超张 超 校对校对 叶明晓叶明晓

20212021年年 33月月 1616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献礼献礼献礼百年华诞百年华诞 潮涌潮涌潮涌风华南阳风华南阳

一眼望不到边的生态茶园内，

翠绿的茶垄随着地势起伏连绵，嫩

绿的新芽挤满枝头，茶香馥郁，筝

乐悠扬，山歌阵阵，衣着淡雅的采

茶姑娘身背茶篓，玉指翻飞，仿佛

弹奏一曲美妙音乐……这是记者

日前在“中原茶乡”桐柏县安棚镇

一年一度的春茶开采仪式上欣赏

到的动人场景。

“十三五”期间，桐柏县委、县政

府聚焦“中原茶乡”发展定位，重抓

重推茶产业，聚力建设“中原茶乡”，

取得了显著成效，桐柏茶产业的家

底越来越厚、筋骨越来越壮。至

2020年底，全县茶园总面积达 13万
亩（其中千亩以上茶园基地 14处，百

亩以上茶园基地 40处），涉及 15个
乡镇，104个村，开采面积 7.9万亩，

茶叶年产量 2450吨，产值 6.3亿元，

全县有 5万余人从事茶叶生产。

“茶叶作为桐柏特色农业的重

要产业，不仅符合我县特色农业的

发展方向，还符合我县产业振兴、人

才汇聚、文旅融合及绿色生态发展，

使我县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

值，又有‘金山银山’的内涵，真正实

现了百姓富、乡村美的统一，可以说

茶产业在实现全县乡村振兴全局中

始终是强力支撑、坚实底盘。”桐柏

县委副书记、县长贾松啸说。

一片茶叶

带富一方百姓

好山好水产好茶，强县富民

乡村美。桐柏县茶叶局局长仵峰

告诉记者，据《茶叶通史》等茶叶

专著记载，茶叶自东周时期传入

桐柏，宋朝时桐柏茶场被列为全

国十三大茶场之一，种茶历史悠

久，茶叶品质优良，茶文化底蕴深

厚。新中国成立后，桐柏县被确

定为河南省产茶重点县，1994 年

被省政府确定为河南省优质茶叶

生产基地县，2011 年被省政府明

确为全省十个重点产茶县之一，

2012 年 又 被 认 定 为 全 省 唯 一 的

“河南茶产业最具发展前景县”。

2016 年，桐柏县委、县政府提出了

全面推进“中原茶乡”建设的目

标，同年，桐柏县获得省级出口农

产品（茶叶）安全示范县称号，全

县茶产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快车

道。桐柏茶叶以其原生态有机茶

的独特品质受到广泛好评，并借

力“一带一路”香飘海外，小小的

茶 叶 成 为 山 区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的

“金叶”。

“我们王湾山好水好 ,产的茶

叶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大老远的

人都过来买。这几年最让我感到

自豪的事就是依靠党的好政策和

自己的一双手 ,精心管护好我的这

片茶园，每年都有不错的收入。”

记者在桐柏县吴城镇王湾村采访

时，王湾村汪庄组村民彭金贵手

里攥着销售茶叶的现金，笑逐颜

开。前几年，彭金贵家是出了名

的困难户，爱人身患重病，需要长

期服药，家里因看病欠了一大堆

外债，身无一技之长的他，仅依靠

几亩薄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生

活举步维艰。精准扶贫工作开始

后 ,在扶贫政策激励下，他把家里

的 10 亩岗坡地改造为茶园，起早

贪黑在茶园里忙碌。“按正常年

份，一亩能采摘春茶鲜叶百十来

斤，刨去人工费和管理费，一亩地

能收入 5000 元左右，10 亩茶园让

我家摘掉了‘贫困帽’。”彭金贵扳

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桐柏因茶而美，因茶而富。如

今，在桐柏县有 3000户像彭金贵这

样的贫困家庭通过发展茶产业走

上了脱贫致富道路。

近年来，桐柏县主动适应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紧抓产

业发展机遇，明确“中原茶乡”发展

定位，以“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农

户参与”的模式，不断加大对茶产

业的扶持力度，县里专门成立了茶

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

《桐柏县实施茶产业扶贫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关于推进茶

产业发展实施精准扶贫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设立了茶叶局和茶叶

发展基金，制定了一系列茶产业扶

贫措施。在茶产业标准化、规模

化、品牌化等方面不断探索，整合

各种资源，利用到户增收资金鼓励

引导贫困群众发展茶产业，优化生

产、加工、销售等流程，发展壮大龙

头企业，打造“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

动贫困群众茶园增收、土地增值、

就业增加。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倾

力打造茶产业特色旅游扶贫经济

带，推动茶叶由饮用向食、展、观、

赏等多领域转变，促进三产深度融

合，拓宽增收渠道。

大力开拓国外市场，出口持

续增长激发桐柏种茶热。“去年全

年，我们这个小公司出口茶叶创

汇达 900 余万美元，带动全镇 600
余户贫困户实现增收致富。”桐柏

县丹峰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

该县以产业集聚农副产品加

工区为平台，集中打造的茶叶加工

出口基地已初具规模，南阳（桐柏）

山川大地食品有限公司、河南（桐

柏）山野老泉茶叶有限公司、桐柏

县丹峰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南阳

（桐柏）韵和商贸有限公司、南阳桐

陵茶叶有限公司、桐柏富兴林产果

品有限公司等 6家茶叶企业获得了

茶叶出口资质。近年来，茶叶累积

出口额从 0元上升到 1.2亿美元，产

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全县茶叶内外销市

场同步发展 ,产业规模、产业市场不

断扩大。

记者了解到，桐柏茶叶已经成

为桐柏县产业扶贫工作的一张特

色“名片”，不仅带动了农户增收，

更有效拉动了当地茶产业的发展

扩大，间接带动河南茶区农户增

收，拓宽农村劳动就业空间，推动

了区域经济发展。

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表示：

“发展茶产业‘三亩可脱贫，十亩能

致富’，并且持续效益可达五十年

之久，茶产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彰显，已成为

全县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支柱产业、希望产业和朝阳产业！”

茶旅融合

建设“中原茶乡”

桐柏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

“中原茶乡”定位，树立长远观念，

走出具有桐柏特色的茶产业发展

之路。通过建设好中原茶旅小镇、

茶文化大观园、茶产业科技园、茶

叶农业现代园等项目，做好茶文

化、茶产品的展示窗口。

近年来，桐柏县将茶文化底蕴

转化为脱贫攻坚动能，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小茶

叶撬动大产业，实现荒山变茶山，

穷乡僻壤变富裕茶乡的转变，奋力

推进乡村振兴。

记者了解到，中原茶旅小镇项

目总投资 21亿元，总规划区域面积

4000 亩，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2850
亩，该项目已纳入省、市重点项

目，将通过对桐柏文化和茶文化

的挖掘、“桐柏红”公共品牌的打

造，形成茶产业和文旅产业两大

支撑点，建设依湖傍河、风光秀

丽、内涵丰富、生活便利的中原茶

旅小镇和中原规模最大的桐柏红

茶文化公园。

贾松啸表示：“中原茶旅小镇

项目是集茶产业、茶文化、茶品牌、

茶旅游为一体的城乡建设综合体，

该项目的启动实施，必将进一步推

动全县茶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建成‘中原茶

乡’升级版、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加快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迈出铿锵步伐。”

多措并举

助推“茶业”升级

当前，桐柏县“十四五”规划已

全面启动，桐柏的茶产业发展既处

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又面临着新

的机遇挑战。怎样以新理念、新认

识、新思路来指导和发展茶产业？

《桐柏县茶产业“十四五”发展意

见》应运而生，它把桐柏县茶产业

发展与乡村振兴、生态强县、旅游

名县建设等有机融合起来，着力推

进茶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桐柏县负责茶产业的县领导

刘宏军告诉记者，该县将持续推进

良种化生态茶园建设，在新建茶园

中着重开展龙井 43、中茶 108、中
茶 302、舒茶早等适宜无性系茶树

良种的引进与示范推广，逐步扩大

无性系茶园栽培面积。同时，对现

有缺苗断垄、地块分散的老茶园进

行补植改造，加快老茶园基地整合

步伐，提高老茶园产出和综合效

益。加强区域公共品牌管理，由县

茶叶协会设立“桐柏玉叶”、“桐柏

红”、“桐柏茯砖茶”、“桐柏山野

茶”、“桐柏白茶”区域公共品牌的

专属二维码，建立公共品牌准入制

度和授权制度。鼓励和支持茶企

在国内大中城市设立桐柏茶专营

店，把桐柏茶公共品牌建设与推进

企业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持续

助 推 桐 柏 茶 品 牌 实 现 突 破 与 升

级。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对新建无

性系良种茶园种植户予以补贴。

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年新建成无性

系良种茶园面积在 1 亩以上（含 1
亩），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集中

连片种茶 20 亩以上（含 20 亩），每

亩成苗 4000 株以上，经当年年底

验收 (成活率达 85%以上）合格的，

一次性给予每亩 1000 元的良种补

贴。对标准化茶园补植补造予以

补贴。对重点乡镇、重点村集中连

片 100亩以上（含 100亩）缺苗断垄

的老茶园进行补植补造的，县政府

集中采购无性系良种茶苗下发乡

镇，由乡镇每亩按成苗 4000 株统

一发放组织实施。对标准化茶园

管理同样予以补贴。根据当年签

订的合同，对与茶农建立紧密连接

机制、联结集中连片 100 亩以上

（含 100 亩）茶园基地、落实“三统

一”成效显著的企业、合作社，经验

收合格的，给予企业、合作社每年

每亩 50 元的补贴。鼓励种植大

户、企业、合作社对集中连片 1000
亩以上的茶叶基地进行茶园改造

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林下

套种茶树集中连片 1000 亩以上的

林地，一次性给予每亩 50 元的补

贴。对茶叶形象店建设进行奖励，

凡在县域外按照有关规定标准设

立桐柏茶叶形象店，经验收合格

的，对在县、市级城市的形象店予

以 10 万元奖励，省会级城市的形

象店予以 20 万元的奖励，奖励资

金按 4∶3∶3 的比例，分三年兑现。

通过以上激励措施，着力提升桐柏

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让小茶叶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大产业。

“我们将举全县之力，在茶产

业上大做文章，整合优势创品牌，

强化质量求发展，全面提升桐柏茶

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昂首迈向

‘十四五’，助推乡村振兴。”莫中厚

如是说。

桐柏桐柏：：茶产业为乡村振兴铺上浓绿底色茶产业为乡村振兴铺上浓绿底色

万亩生态茶叶基地。

“中原茶乡”首届桐柏玉叶手工制茶大赛暨名茶评比活动开幕式。

“中原茶乡”·桐柏春茶开采仪式。

安棚镇制茶车间手工制茶。

茶乡处处有美景。

仲春时节采茶忙。

文/图
王 鑫 徐 霖
杜福建 杨玉红
刘燕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