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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妈妈张秀针在北京
陪乔丹看病，爸爸乔建设回家
凑钱，在这个星期天之前赶回
北京交付乔丹的第二次化疗
费用。乔丹所在的实验中学
校长王玉新告诉记者，学校师
生正在为乔丹捐款，希望能给
乔丹一些帮助，希望他早日康
复回校上课。

乔丹的姑姑告诉记者，他
们现在也在四处寻求帮助，希
望好心人能够帮乔丹一把。
他们承诺，好心人捐款的时候
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
他们兄妹几人一定要把借到
的钱一分不剩地还给捐款者，
哪怕是用 10 年 20 年的时间，
只希望能够救乔丹一命！ 2006年“好想你”中华枣文

化博物馆拔地而起，陈列了全
国各地上百种红枣的珍贵标
本，更有与生活相关的枣木制
作的餐具、家具、农具(犁、耙)、
纺车、织布机等老工具，既丰富
了好想你的品牌内涵，又保留
了源远流长的艺术瑰宝。

在好想你的“黄帝贡枣苑”

内，树龄 400 年以上的古枣树
有500多棵。

为了让游客更加真切体验
红枣文化，好想你还于每年 9
月举办规模宏大的红枣文化
节，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在这里观光旅游、打枣、刨
花生，领略枣林风光，享受田园
野趣。

自 2003 年举办第一届红
枣文化节以来，“好想你”已经
连续举办 12 届红枣文化节，经
过 10 余年的打造，好想你已经
将红枣文化节打造成为集红
枣采摘、文化游览、养生体验、
农家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性近郊
生态旅游活动，成为当地一大
亮点。

今年13岁的乔丹，是新郑市实验中学一名初中生。现在本
该坐在教室里的他，却因为白血病，而只能躺在病床上等待
治疗。而更为不幸的是，住院一个月花费10多万元后，家
里已实在弄不到钱。而后期，最少还需要60万元需要他
们一家人来准备。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13 岁，本该快乐无边的
年龄，一场不幸却悄悄降临。
7 月，乔丹一直高烧不退，后
被医院诊断疑为白血病或胸
腺瘤。

为了确诊病情，乔丹妈妈
联系了远在北京北大人民医
院工作的乔丹的表姑，8 月 3
日把乔丹转院到北京进行治
疗。经确诊，乔丹罹患混合型
白血病。听到这个噩耗，乔丹
的妈妈整日以泪洗面，不知如
何是好。

后在表姑的帮助下，乔丹
住进了北京西直门院区北京

市西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儿童血液科 IB病区12床进行
治疗。住院一个多月，花费了
10 多万元，而这还只是一期
化疗的费用，后期还有更多
治疗在准备。乔丹妈妈张秀
针称：“一期化疗已经结束，
二期化疗这个星期天又要开
始了，现在我和他爸爸正在
为乔丹做血液配型，如果成
功的话就可以给乔丹移植骨
髓。但这个费用需要将近 60
万元，我到哪儿去弄这么多
钱呀！”说着，张秀针再次哽
咽起来。

不幸悄悄来 愁坏一家人

但在乔丹面前，张秀针只
能强颜欢笑，怕他受影响。张
秀针说，乔丹很坚强、也很乐
观，他坚信自己可以治好，还
渴望早日回到学校上课。

张秀针说，乔丹没病之
前，乔丹的爸爸为了挣钱养家

就筹钱去国外打工了，但出国
还不到两个月，乔丹就被查出
患了白血病。因为回国合同
期限不到，所交费用也不退
还，钱没挣到，连回来的机票
都买不起，最后是一起打工的
朋友共同凑钱才回来。

乔丹妈妈张秀针卡号：郑州工行：6222021702046929121
北京建行：6217000010059489644
乔丹妈妈微信号：ZXZ13783519569
乔丹姑姑微信号：15981935936
乔丹妈妈电话：13783519569
支付宝：15981935936

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
一句民谣：“汤阴石榴砀山
梨，新郑小枣甜似蜜”。作
为中国枣树发源地之一，新
郑大枣以核小、肉厚、糖分
高、香味浓而著称。新郑人
在长期从事与枣有关的生
产生活中，形成了极其丰厚
的枣文化积淀和淳朴的民
风民俗，并且创造了独有的
砑枣技艺。
新郑播报 巴明星 文/图

当前，正是枣树成熟的季
节。走进新郑市孟庄镇栗元史
村，一棵棵“大肚子”枣树呈现在
眼前，果形均匀、色泽泛红、大枣
在枝头上露出笑脸。树皮砑了，
枣花开了，枣树憋足劲儿冲向丰
收，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
枣乡最富希望的收获季节。

“这种大肚子枣树就是通
过砑枣后形成的奇特形状。”村
民史松林用他地道的新郑话向

记者讲述了枣农最隆重的砑枣
情结。在枣树的盛花期，也就
是每年的 5 月到夏至前夕，村
民们需要用斧子在枣树的腰间
砍磕出不深不浅的刀印子，俗
称“砑枣”。每一棵树上至少要
砍下 100 多斧子，砍上好几圈，
一季一棵枣树将砑三四遍。

“砑枣树要掌握好技巧，既
要用力得当，又要稳、准。”史松
林说。

原来，砑枣树是因为夏季雨
水充沛，日照充足，枣树养分过
盛，水分往上走，光长叶子和树
干，反而不结果实。如果给他们
来点挫折，就会长出香甜的果
实。千百年的砑枣后，老枣树大
都形如大肚弥勒，头顶累累硕果。

新郑市非遗办主任王健民
说，新郑大枣习俗与砑枣技艺
当前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新郑种枣的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 8000 多年前的裴李岗
文化时期。1978 年，在发掘裴
李岗文化遗址时，发现了碳化
枣核，说明当时在新郑一带，先
民们就已开始种植大枣。

据《新郑县志》记载：周朝，
人们就有以枣作为订婚信物的
习俗。《山海经》中明确记载：在
黄帝时代新郑已有从事枣的栽

培活动。另外，在新郑历史上
几千年前就已经流传着“桃枣
荫于街”“新郑大枣誉满天下”

“新郑小枣甜似蜜”的民谚。
春秋时，《韩非子·外储说左》
篇说：“子产退而政，五年国无
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
者，莫有援也……”当时郑国
都城内外，街道两旁已是桃枣
成行。

在新郑民间发现的汉代
铜 镜 上 ，就 刻 有“ 上 有 仙 人
不知老，渴饮礼泉饥食枣”的
诗句。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新郑市委市政
府对发展大枣产业尤为重视，
新郑更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

“中国红枣之乡”，成为财政部
扶持的“大枣保护基地”。

新郑作为红枣之乡，在几
千年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枣树
与枣乡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人
们种枣、管枣、用枣，变着法儿
吃枣，也写枣、诵枣、唱枣、画
枣，枣就慢慢进入和融入人类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步
形成了枣文化。

枣乡的年节民俗离不开
枣。人们对枣更多的是寄予一

种希望，并把它和喜庆连结在
一起，比如祝福、祝寿、贺年、贺
喜的食品中必有红枣。村里的
姑娘出嫁时，娘家陪送的嫁妆
和被褥、衣箱里，都要塞上一些
干红枣。洞房花烛之夜，婆家
也有婆母、婶娘往新人住的洞
房里撒上一些红枣、花生，取其
谐音意在早生贵子，反映出人
们对于子孙后代传承子嗣的期

望和对甜美生活的向往追求。
民间故事、佳话轶闻更是广为
流传，赋予了枣乡人民美好的
愿望。

时至今日，枣乡人民以枣
为媒，广泛开展经贸活动，以

“好想你”公司为首的红枣加
工企业将企业做实、做大、做
强的同时，红枣文化也得到有
力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 新郑大枣习俗与砑枣技艺

砑枣:新郑先民的智慧结晶

枣树种植历史悠久

创新激活红枣文化

红枣文化节成亮点

给枣树来点“挫折”，它们就会长出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