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周二立周二立 田建华田建华
组版组版 吴吴 鹏鹏 校对校对 王王 静静

06
20242024年年 22月月 2020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桐柏桐柏：：生态甘泉润香茗生态甘泉润香茗

初春时节，豫鄂交界处、桐柏山腹地的桐柏县，漫山遍

野的茶树正在孕育萌芽，再有一个月，桐柏明前茶叶就将

陆续进入采摘时节。

好山好水出好茶。桐柏地处千里淮河的源头、南北气

候过渡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兼有暖温带、亚热带气候特

征，具备多种动植物生存、生长条件，被专家誉为“天然生物

物种基因库”“自然博物馆”，茶叶、林果等优势资源深藏其

中，全县森林覆盖率 51.7％，发展茶产业条件得天独厚。

近年来，桐柏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通过构建生态保护建设治

理新格局、推进淮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持续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发展循环低碳经济等举措，先后获得了

“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在抓

好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桐柏县围绕创建“全国知名茶

乡”的发展定位，积极推进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统筹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桐柏正从“中原茶乡”阔步

迈向“中国知名茶乡”“世界优质茶乡”。

“种茶效益好，每亩茶叶的净

利润在 5000元左右，我们村里的群

众都愿意种茶，如今全村茶叶种植

面积 11000余亩，人均 5亩茶园，村

里 2000 多名群众从茶产业中受

益。”桐柏县吴城镇王湾村党支部

书记郭进军告诉记者。王湾村是

桐柏县优质茶叶种植区，当地群众

有种茶的传统。近年来，王湾村采

取“党建+企业+农户”的模式引导

群众发展茶产业，并推动成立茗源

茶叶专业合作社。随着茶产业渐

成规模，王湾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

的茶叶专业村。如今，桐柏县类似

王湾村这样的茶叶专业村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全县茶园总面积已

发展到 16.3万亩，开采面积 11.6万

亩，茶叶年产量 4000余吨，综合产

值超 20亿元，50000余人从事茶产

业，茶叶销售门店近 300家，茶企百

余家，“桐柏玉叶”“桐柏红”两大县

域公用品牌跻身“全国茶叶百强公

用品牌”之列。

茶叶是桐柏的特色资源。如

何把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优势，

是桐柏县决策者一直在探索的课

题。围绕茶产业发展，县里持续

出台一系列刺激茶叶生产的优惠

政策；生产及品饮有机茶、生态低

碳茶成为一种新时尚；互帮互助

的农民茶叶生产专业合作社遍地

开花；茶产业“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利益共同体更加牢固。

在产业发展中，桐柏茶叶产

品结构不断优化，产品种类不断丰

富，研制出了具有“外形扁平光

滑、芽毫隐藏，色泽翠绿油润，汤

色杏绿清澈，滋味鲜爽醇厚，香高

持久，叶底嫩绿明亮”品质特色的

“桐柏玉叶”、具有“条索紧结乌润

显金毫，汤色金黄明亮，滋味醇

厚，蜜香持久，叶底红匀明亮”品

质特色的“桐柏红”、具有“茯砖

砖面色泽黑褐，内质香气纯正，滋

味醇厚，汤色红黄明亮，叶底黑汤

尚匀”品质特色的“桐柏茯砖茶”

等。近日，由独立茶人黄寅申报的

“一种以桐柏山冬天茶树摘取的茶

叶制取的冬茶及制备方法”获国家

知识产权局审核通过，并被授予国

家发明专利。

从绿茶品牌“桐柏玉叶”一

枝独秀，到“桐柏红”“桐柏茯砖

茶 ”“ 桐 柏 南 山 冬 片 茶 ”， 以 及

“桐柏毛尖”“桐柏白茶”等，不

同茶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动

春夏秋冬茶叶资源“吃干榨净”，

给革命老区桐柏县的茶农带来了

“致富春风”，为桐柏茶产业的发展

装上了“新引擎”。

科技兴茶 香飘四海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桐 柏 山 区 非 常 适 宜 茶 叶 生

长，种茶历史悠久，是我国最古老

的茶叶产区之一。桐柏县还是中

国茶叶、茶文化 的 发 祥 地 之 一 、

中国优质茶叶传统产区，唐朝时

已是闻名茶区，宋朝时为全国十

三大茶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为

河南省产茶重点县，1994 年桐柏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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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目标 ,使全县茶产业进入了蓬

勃发展的快车道。2021 年年初，

在 全 县 经 济 工 作 会 上 ，县 委 、县

政府再次明确“中原茶乡”为“十

四 五 ”发 展 四 大 定 位 之 一 ，并 在

“ 一 主 一 新 一 特 ”产 业 谋 划 上 把

茶 产 业 作 特 色 主 导 产 业 。 2022
年，桐柏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

会 授 予 全 国“ 三 茶 ”统 筹 发 展 先

行县荣誉称号。

在长期种茶、制茶、饮茶、售

茶中，桐柏人民与茶结下了密不

可分的情结，积淀了深厚的茶文

化。采茶唱茶歌，品茶谈茶艺，形

式多样、历史悠久的茶文化，让桐

柏 人 民 的 生 活 变 得 更 加 丰 富 多

彩。如今，在桐柏山区，茶，早已

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成为桐柏一

张耀眼的绿色名片。茶文化日益

与桐柏盘古文化、佛道文化、淮河

源文化、红色文化等相互交融、相

得益彰。

近年来，桐柏县委、县政府坚

持以“英雄桐柏山、生态淮源茶”

为主题，每年至少举办 6 个茶事

文化活动，春茶第一采、“桐柏玉

叶”手工制茶大赛、万人品茶、桐

柏红茶助力全市高考学子、践行

“三茶”统筹发展理念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研讨会等一系列茶事活动

的举办，不断丰富着桐柏茶文化

的内涵，推动茶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2017 年，桐柏县引进了湖南

茶祖印象集团公司，在桐柏县城

近 郊 投 资 21 亿 元 ，打 造 集“ 茶 、

文、旅、研”于一体的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三茶”统筹示范园。

2022 年 6 月 30 日，桐柏茶祖文化

公园开园，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

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茶叶

学会、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等各

级茶界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开

园活动。茶祖文化公园再现了茶

祖神农氏、茶圣陆羽等对茶文化

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使人们对

探 究 茶 史 有 了 更 浓 厚 的 兴 趣 。

2022 年，《桐柏茶志》的编撰工作

高规格启动，推动当地茶文化研

究进入新阶段。

茶乡茶香 文化久长

茶山生金 民富业强

八方专家论“三茶”。

各展才艺制新茶。

昔日荒山变“金山”。

好
山
好
水
出
好
茶
。

全媒体记者 杜福建 通讯员 李 彦

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 科 技 的 有 力 支 撑 。 过 去 由 于

种种原因，桐柏茶叶的规模化种

植一直未获突破，不少茶农满足

于自产自销，“提篮小卖”时常可

见。为推动桐柏茶产业上台阶，

1962 年 ，桐 柏 县 从 省 农 科 院 、河

南 农 大（当 时 为 河 南 农 学 院）聘

请专家为顾问，建立起河南省唯

一 的 茶 树 良 种 繁 育 场 。 经 过 半

个多世纪的持续发展，目前茶种

场年育苗能力在 1000 万株以上，

并建立了 10 万公斤微波制茶生

产 线 。 茶 树 良 种 不 仅 可 以 满 足

全县茶园种植需要，还销往周边

多 个 省 市 。 茶 种 场 已 经 成 为 我

国 中 北 部 茶 区 规 模 最 大 的 集 良

种繁育、名茶研制、绿茶加工、新

技术示范推广、茶文化展示于一

体的省、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作为全国知名的茶树良种繁

育场、桐柏县优质茶叶种植“示

范基地”，茶种场始终把科技研

发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完

成了“良种繁育节水短穗扦插”

“河南省良种茶园建设和名优茶

生产研究”“无纺布覆盖早采增

效”等 20 多个科研项目，多次

获得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

茶种场生产的“淮源”牌系列茶

产 品 ， 不 仅 得 到 了 消 费 者 的 喜

爱，也得到了各级专家的一致好

评。该场研制的“桐柏玉叶”曾

获得昆明世博会铜奖，获评“河

南省名牌农产品”“中原农产品

安全优秀品牌”；“淮源”牌商标

为“河南省著名商标”、南阳市

“最佳扶贫品牌”；研制的“桐柏

红 ” 获 得 “ 河 南 四 大 名 枞 ” 称

号；“桐柏玉叶”“桐柏红”双获

“河南省最具潜力品牌”奖，并

在国内外评比中多次获得奖项，

品质上乘的桐柏茶叶在国际市场

备受青睐，获得了韩国、日本、

俄罗斯及东南亚、中亚等地爱茶

人士好评。

在脱贫攻坚中，茶树良种繁育

场积极购进良种，与农户签订利益

联结协议，带动各乡镇发展良种茶

园。在购置高新设备，为茶农提供

加工、保鲜、销售系列化服务的同

时，他们还主动帮助茶农联系选购

加工机械。此外，还与各类茶叶专

业合作社及种植大户签订协议，为

其提供种苗调运、生产指导、加工

销售等服务，带动茶农发展茶园

26000多亩。

近年来，桐柏县积极与中国

农 科 院 茶 叶 研 究 所 开 展 战 略 合

作，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

为 “ 桐 柏 红 茶 科 技 研 发 顾 问 ”，

建立了“刘仲华院士‘三茶’统

筹实践工作基地”“中国农科院

茶叶研究所姜仁华所长桐柏联络

站”“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邓

余 良 高 级 农 艺 师 专 家 工 作 站 ”

等，搭建了以茶业为核心的产、

学、研、政高效融合的高层次科

研创新战略合作平台。在科技研

发上，桐柏县已先后获得各级各

类 茶 专 业 技 术 专 利 100 余 项 ，

“桐柏茶”越来越光彩照人。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我

们将围绕‘全国知名茶乡’等建

设目标，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 统 筹 发 力 ， 持 续 增 加 茶 农 收

入，谱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桐柏县委书记党建凯

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②13
杯茶扮靓“桐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