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郑枣香四溢，中外嘉宾云集
8000年红枣文化又逢盛会：第九届红枣文化节昨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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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战龙 通讯员 李建文 文/图

本报讯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
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诗词
描绘的是石榴——荥阳河阴石榴。9月 8日，享
誉盛名的“宫廷贡品，历史名产，中州名果”河阴
石榴文化节将在荥阳高村乡刘沟村开幕。

河阴石榴由来已久，原称做涂林安石榴，产
自波斯（今伊朗、阿富汗等中亚一带）。因古时
河阴县在荥阳市境内而得名。

据考证，河阴石榴栽植源于汉代，张骞出使
西域时，从安息国（今伊朗）带回石榴良种，始栽
于荥阳，距今已有 2140年历史。康熙三十年的
《河阴县志》云：“石榴峪去县西北二十里，汉张
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榴归植于此。”

到了盛唐，河阴石榴被封为宫廷贡品。自此
至明清，这一“待遇”和美誉持续不衰。宋人孟元
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把河阴石榴与当时兴起的
火腿、火锅、东坡肉一起，列为人间大快朵颐的至
尊美食。到了民国六年（1917），《河阴县志》又将
其推崇到了极致：“北山石榴，其色古。籽满，其
味甘而无渣，甲于天下。”

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河阴石榴的栽植历史
出现断档，新中国成立前，整个荥阳地区仅剩少
量栽培。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榴大多都是
农户庭院种植，大规模的石榴园几乎没有。直
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土地承包到户，山区一些
技术能人开始致力于对这种“濒危”经济作物的

研究和恢复性种植，大面积的石榴园如星星之
火在荥阳市高村乡和广武镇绵延。

1984年 12月，河南省石榴开发协作组在郑
州召开石榴监评会，在31个品种当中，河阴石榴
为全省之冠，被誉为“中州名果”。到了1993年，
河阴石榴又与新郑大枣、荥阳柿子等一起被有
关方面评为“郑州市十大历史名产”。2007年，
河阴软籽石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产品保
护，荥阳市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国石榴
之乡”称号。

目前，荥阳河阴石榴栽培面积达 4.5 万亩，
年均产量2500万公斤，年均效益2亿元，形成了
北部邙岭长达15公里的河阴石榴产业带。

来自省农林部门的资料表明：目前，荥阳市
的石榴产量已占全省石榴总产量的1/3以上。

□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康定银 郭小建

本报讯 9月 4日上午，旨在“用歌声传
颂国学、用音乐传承文化”的礼乐中国“二七
杯”中华传统文化歌曲大赛60进10决赛在德
亿歌剧院隆重举行，从全国及新加坡、韩国等
地两万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60名晋级选
手即将大展身手，勇争桂冠。

据了解，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省音
乐家协会、二七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礼乐中国歌曲大赛。自去

年10月由著名词作家闫肃鸣锣启动以来，来
自全国 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2万多名选手
及来自韩、新等地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参加了
比赛，大赛围绕“仁、礼、智、信、忠、孝、爱、和”
8个主题进行。

经过海选，256 名选手从万名参赛者进
入复赛，最后产生大赛 60强选手，他们来自
京、沪、皖、豫各地。届时选手将通过“问礼”、

“问乐”、“问道”、“问艺”4个环节决出一名选
手晋级十强总决赛，最终决赛预计定在国庆
期间。

歌“礼、乐、道、艺”颂国学精神
礼乐中国“二七杯”中华传统文化歌曲大赛鸣锣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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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昨日，由郑州市旅游局、新郑
市政府主办，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孟庄镇政府、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
公司承办的2011中华枣乡风情游暨第九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在新郑开
幕。枣园里，打枣、拔花生、吃农家饭……在枣乡新郑可领略8000年红
枣文化。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昨日上午，嘉宾们一走进好想你红枣科
技示范园，身着红底白花上衣、手持红色方巾
的姑娘就跳起欢快的舞蹈。

在礼仪引领下，嘉宾们通过软软的沙地，
来到枣林。“哎，打枣嘞，一帆风顺,祝您花好
月圆。”参加打枣仪式的嘉宾，每选一个牌子
后，枣乡姑娘就用新郑话喊出吉祥语并送上

对应的打枣杆。几名外国友人也来到了打枣
现场，他们拿起打枣杆向树上敲去，吸引了众
人的眼球。

一杆下去，红枣哗啦啦直掉。4 名枣乡
姑娘，2 人一组，拉着红色的布单，将掉落
的红枣接个正着……捏粒枣放进嘴里，甜香
沁人。

好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里，有葫芦枣、辣
椒枣等很多稀罕品种。另外，摘枣、拔花生、
玩沙土等活动项目层出不穷。

中午，吃农家饭，红枣炒鸡蛋、柴鸡炖红
枣、红枣饼、红枣酪等，几乎所有的菜肴都和
红枣有关。“这里吃的都是树上长的、树下养
的，就连厨师也住在枣园里。”好想你公司董
事长石聚彬说，到枣园吃的是真正的农家饭。

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碳化枣核表明，
新郑在8000年前就开始种枣树。其实，红枣

文化节有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中华枣文
化博览中心。在该中心可欣赏世界各地几乎
所有红枣的标本，以及枣木制作的织布机、纺
花车等，领略新郑8000年枣文化。

还可到好想你公司厂区参观。工人们麻
利的手工生产枣片等产品，从大大的玻璃窗
外一览无余。

而紧临厂区的“枣乡善缘”，也值得一
去。那儿有近万尊枣木雕刻的佛像，面貌迥
异，惟妙惟肖。

昨日，“第二届国际枣属植物研讨会暨第
二届中国枣业大会”也在新郑开幕，来自印
度、伊朗、匈牙利、捷克、美国、巴西等主要产
枣国的专家，以及我国主要产枣省林业厅
（局）和国内知名科研院校、红枣加工企业等
方面代表300多人与会。

“木本粮营养丰富，希望更多专家支持、
更多企业参与、更多消费者正确认识并接受
木本粮，把木本粮更快地搬到餐桌上。”好想
你公司董事长石聚彬说，该论坛将针对木本
粮产业现状，讨论我国木本粮产业面临的挑
战、发展和机遇。

外国友人参加传统打枣仪式

新郑8000年枣文化博大精深

世界各地专家学者新郑纵论木本粮

万尊枣木佛雕，最夺来宾眼球万尊枣木佛雕，最夺来宾眼球

鲜美石榴，令人垂涎鲜美石榴，令人垂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