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地处淮河上游、大别山北麓的信阳风景
如画，连片茶山青翠欲滴，仿佛把时光定格在了春天里。

相较于四月采春茶的“喧嚣”，秋季的茶山略显安静，
依稀可见几个采茶人的身影。

缘何出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景象？秋茶品质如何？
秋茶的“破圈”之路在何方？记者走进信阳一探究竟。

现象：秋茶价低量少

“一天也就采两三斤青叶。”在浉河区浉河港镇黄
庙村，茶农陈亮山在自家茶山上采茶，谈起采秋茶，他
坦言，“信阳毛尖采摘主要在春季，秋茶价格低，所以一
般都不雇人，自己多少采点。”

沿着环南湾湖公路，记者行驶了大约 10公里，结果
发现，正如陈亮山所言，采秋茶的茶农人数一只手就可
以数得过来。

浉河港镇龙潭村有茶园 2.5万余亩（1亩 =667 m2），
占全镇茶园面积的12.5%。龙潭村村委会负责人直摇头：
“费工费时又卖不上好价钱，大量秋茶被白白浪费，非
常可惜。”

“秋茶青叶每斤收购价 40多元，与春茶青叶动辄每
斤 100多元（1斤 =0.5 kg）相比，价格差距较大。”
陈亮山告诉记者，“市场冷、价格低，茶农采秋茶的积极
性不高。”

在浉河港镇龙潭村豫龙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内，负责
人曾祥永总是泡几杯不同等级的信阳茶放在茶桌上，供
往来客商挑选。10月 4日，曾祥永茶桌上冲泡的是两杯
秋茶，茶叶条形较长。

“夏秋季节，温度高，茶叶生长快，所以秋茶以叶
茶为主。”曾祥永说，“像我们这样走批发价，一斤秋茶
也就卖 300多元。如果茶农自产自销价格会更低，所以
收青叶炒秋茶的公司并不多。”

缘由：传统思维影响

秋茶市场遇冷，是因为品质不高吗？
秋茶并非茶中下品，且不说饮白露茶的时尚，历史

上爱秋茶的记载也不少。唐朝诗人许浑就有诗句“秋茶
垂露细，寒菊带霜甘”。

秋茶品质不差，为何市场认可度不高？
信阳市茶文化协会总顾问宋效忠认为，主要受市场

影响，人们对春茶的推崇，客观上弱化了对秋茶的关注
和认知。

茶产业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

动实践，是三产融合发展的“金钥匙”，更是群众

增收致富的“金叶子”。信阳毛尖作为河南茶的杰

出代表，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因此，

加强秋茶开发，延长信阳毛尖的产业链，实现产业

规模和产值的突破，意义重大。本报记者通过深入

采访，探讨信阳秋茶的“破圈”之路，以期为我省

茶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信阳秋茶如何“破圈”信阳秋茶如何“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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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效忠看来，信阳毛尖并不是芽头越小口感越好，
反而是“一芽一叶”具有更丰富的营养价值。

在第31届信阳茶文化节上，信阳市主要领导提出“一
芽一叶”总关情，倡导回归信阳毛尖茶传统，得到茶人、
茶农、茶企的积极响应。

在今年信阳毛尖茶开采式上，信阳市茶产业协会会
长刘文新发出倡议：传承好信阳毛尖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倡导“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茶生产，逐步扭转市场盲
目追求“芽小”“采早”和“小浑淡”的误区，引导市
场消费。

其实，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信阳当地一些老茶客习
惯喝秋茶，喝得比较多的是叶茶，当地俗称“口粮茶”，
外形虽没有特级毛尖好看，但口感并不差，价格更亲民。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信阳茶这
片神奇的“金叶子”迸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必答题。省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文慧表
示，信阳毛尖作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被评
为“中国十大名茶”，连续 14年位列中国十大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前三名，品牌价值达到 79.84亿元。“对于信阳
毛尖来说，只采一季春茶委实可惜，虽然春茶品质好，
但是产量少，价格相对比较高。加大秋茶的采摘和生产，
一定程度上能延长信阳茶叶的产业链，也能助农增收、
增加就业岗位。”李文慧说。

那么，采秋茶影响春茶产量吗？信阳毛尖绿茶制作技
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周祖宏认为，“秋茶只要不过度采，不
但不影响春茶产量，反而能成为信阳毛尖一个大的补充。”

破题：敢想敢试敢为

中秋国庆假期，周肖同茗茶坊迎来不少游客购茶，
主人肖兴亮忙得团团转，“今年红茶卖得明显快了，我们
要逐步加大红茶比重”。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秘书长、信阳市浉河区茶叶协
会会长张广成表示，浉河区是“信阳毛尖”和“信阳红”
的主产区，信阳红茶品质不输于一些知名红茶，近几年
政府也进行了大量推介工作，红茶产量、销量逐年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信阳毛尖产量占总产量
的 70%以上，红茶、白茶、青茶等“小荷才露尖尖角”，
茶产业链条延伸不够，高附加值产品少，秋茶资源综合
开发与深度利用不足。

可喜的是，一批茶人的不懈探索正成为信阳秋茶“破

圈”之路上的点点星光。
在黄庙生态茶厂，一摞摞筛子上摆满了青叶，这个

阶段叫“陈化”。信阳白茶创始人周开启做白茶已有 11
个年头，“信阳白茶在福鼎白茶基础上做了改良和创新，
在福建市场非常受欢迎。”周开启说，自己种的“华茶
一号”非常适合做白茶，除了每年春季做少量毛尖外，
其余都做了白茶。

在浉河区董家河镇陈湾村一处相对封闭的山谷，有
300多亩茶园，这里是张超的“试验田”。他研制的“牡
丹王”一斤卖到近 4 000元，供不应求。如今，他又开
始试制岩茶。

除了用秋茶做红茶、白茶外，信阳小林茶叶有限公
司负责人林杰芳早在 6年前已开始生产青茶，并在 2017
年全省名优茶评比中，被认定为省级新产品。他认为，
之所以跳不出“只采春茶”的怪圈，归根结底还是思想
不解放，不敢闯、不敢试。

目前，我国有 21个产茶省（区、市），其中 17个
产区已走出多元化路径，比如福建省，目前就有乌龙茶、
红茶、白茶等 5个种类，茶叶的多样性为福建茶叶经济
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信阳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邱常
认为，如今消费群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年轻群体
喜好变化、电商物流等多种因素叠加，信阳茶必须跳出
传统思维，跨界融合。

前不久，浉河区福隆茶厂和福州市帮利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牵手，签下 1 000吨夏秋茶合作协议，“下一步我
们将招引国内一流茶饮企业，开发新式茶饮，开发‘潮
牌’‘潮品’，吸引年轻群体，扩大消费市场。”张广成
信心满满。

在跨界融合上，信阳近几年也有探索。该市倡导茶
旅融合，开发“茶旅 +民宿”“茶旅 +研学”等茶旅融
合新业态，积极打造百家茶庄园，让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记者采访大量茶人，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认知：在
持续提升毛尖品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做大“秋茶
多品类”这个增量，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信阳茶才能
进一步做大做强。

李文慧认为，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
统筹这篇大文章，让信阳秋茶形成市场影响力是关键，
一方面，要加强茶科技成果转化，科学养护茶树，提高
制作工艺，提升茶叶品质；另一方面，要强化品牌意识，
不断优化营销，引导市场认知，把信阳秋茶知名度打出去。

（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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