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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袁隆平，造“超级石榴”
3月17日，记者到荥阳高村乡河阴石榴基地采访的路

上，听到几首歌，其中一首是邢华昶的《河阴石榴人人夸》，
歌词中写道：“你把美丽送给了中原大地，你把友谊永远留
在中华；你让山村找到富裕之路，你让幸福走进万户千家，
你把甘甜献给了人类世界，你把真情播向海角天涯。”河阴
石榴真的如歌中唱的那样吗？

一棵树苗子孙遍及荥阳邙岭
站在刘沟村村民刘中皋家二楼楼顶，目之所及，不管是

邙岭上，还是沟内、田地里都是河阴石榴树。在刘沟村3000
多亩地里，种植的全部是河阴石榴，品种多为软籽石榴。

据刘中皋介绍，一亩地能够种植 100至 110棵软籽石
榴。再加上高村乡其他农村和广武镇、王村镇、汜水镇种植
的，石榴种植面积约 2.5万亩，软籽石榴树有 250万棵以上。

“怎么想也没想到，就 10年的工夫，一棵软籽石榴树就繁育
出这么多子孙。”刘中皋说。

刘中皋的哥哥在河南省农科院工作，2001 年，哥哥
给他送来几棵软籽石榴苗，说这种石榴籽粒大、色紫红、
甜味浓、无核软渣。刘中皋抱着试试的态度，像插柳枝
一样，把树苗插在地里，2003 年，结了几十个石榴，味道
真不错。

一个品种富起一村人
刘中皋还将软籽石榴推荐给乡邻，然而个别乡邻并不

领情，不愿种植。软籽石榴如何才能大发展？恰在2004年，
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把刘沟村作为扶贫对象，向刘沟村民
极力推荐河阴石榴，购买了树苗免费提供给村民。

从 2005年起，荥阳与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每年举办一
届河阴石榴文化节，进行石榴王评比。软籽石榴名气大了，
价格卖到每斤15元，而这时，传统石榴价格仅每斤2元。

刘中皋的腰包鼓了，盖起了两层别墅，开起了家庭宾
馆。软籽石榴也带动了刘沟村民致富，调查显示，2000年，
刘沟村作为省级贫困村，人均收入仅1200元，到2009年，人
均收入就突破1.5万元。

河阴石榴基地要做大做强
刘中皋 63岁了，他有一个梦想：让软籽石榴种植更科

学。刘中皋说，袁隆平一生将水稻的产量一再提高，他可能
做不到，但提高一半还是有非常大的希望的。

据了解，2010年，刘沟村将有更大发展：一是投资579万元
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使软籽石榴的种植再上一个新台阶。二是
利用道路和生态林建设资金，把刘沟村的道路修成环状，将刘沟
打造成石榴沟、生态沟、旅游沟。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文/图

“枣树还是那棵枣树，可收入却比以前翻了几十倍。”在新郑
枣农的感慨中，无不显示着作为特色农业的枣行业的发展魅力。
世界红枣看中国，中国枣乡看河南，河南枣品看新郑。随着特色
产业的崛起，郑州的新郑红枣及枣文化已进入千家万户。

红枣“养在深闺无人识”
“汤阴石榴砀山梨，新郑大枣甜似蜜”。新郑市是红枣

之乡，该市博物馆里的炭化枣核，将种枣树历史追溯到8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

在不长粮食只长枣树的沙荒条件下，枣林年年为乡亲
们送上甜蜜的“救命果”，但由于传统种植技术水平比较低
下，枣树的产量普遍不高。即使偶尔遇到丰年，由于成熟时
间集中、不耐储藏、销路不畅，往往丰产不丰收，枣农不得不
含泪将烂枣倒掉。

好想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石聚彬，看到乡亲们将烂
枣倒掉的场面，毅然放弃了郑州的生意，在卖枣的道路上一
直走下去。

“好想你”产品已逾200种
石聚彬看到麦片冲茶的场面，想到生产枣片。石聚彬

有他独特的思路，他生产的枣片跟果丹皮相似，红枣片包装

时，采用口香糖的形式，外包装却与香烟盒类似。“男士喜欢
抽香烟，而女士也可以拿和香烟几乎一样的盒子，让消费者
非常新奇。”石聚彬说，这种产品一经上市，就被称为“中国
口香糖”，并很快成为风靡一时的休闲食品。

石聚彬此后又开发出有“东方咖啡”之称的枣粉等更多
产品。至今，好想你公司已开发出枣干、枣片、枣醋、枣饮、
枣粉、枣茶等系列的200种产品，其中不少产品获得省、郑州
市、新郑市科技奖项。

2009年好想你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41亿元，公司 1200
多个加盟店已遍及全国66个城市。

新郑大枣火了
现在，新郑市的红枣生产、加工气氛非常浓，在好想你

公司发展的同时，新郑市又逐渐出现更多的加工企业，将新
郑红枣销售到全国各地。

新郑市统计红枣面积、品种、归属村、所有人等信息，建
立红枣病虫害预报预警机制，健全红枣科技服务网络，实现枣
树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现在，新郑红枣再也不是当年
的“救命果”了，而是枣农们发家致富的“香饽饽”。去年国庆
节期间，红枣正好下来，枣农借着枣乡风情游的人气，将鲜枣
卖到每公斤8元。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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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我市新农村建
设工程实施方案已经敲定。
按照实施方案，我市将安排1
亿元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
年内完成 70 个示范村、1000
个整治村、10 个重点贫困村
整体推进任务。

2009年 我市良种补贴
范围进一步扩大，实现了水

稻、小麦、玉米、棉花全覆盖，实际补
贴面积589.149万亩，超计划19.6%。

2009年 全市新认定无公害农
产品产地 15 万亩，总数达到 220 万
亩；认证“三品”92个，总数达到256
个。

2009年 市蔬菜所“郑早 55 和
郑早60大白菜新品种的选育及应用
研究”、市农科所“优质强筋高产小
麦新品种GS郑农16选育与应用”分
获郑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东方咖啡”，新郑出品的
业业

农农

花园口大米
花园口农技站的专家经过20年

心血浇灌，培育出“花粳2号”这一适
合中国北中部气候条件和盐碱沙质
土壤种植的优质高产水稻良种。其
米粒色泽洁白、质地细腻、口味醇
香、出米率高。该品种 1983 年被评
为国家优质米。

黄河鲤鱼
素有“诸鱼之长”、“鱼中之王”、

“吉祥鱼”的美称，产自郑州的黄河
鲤鱼，体色美丽，口和鳍淡红，两侧
金黄，腹部淡黄，肉味醇正，鲜嫩肥
美，营养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