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崤函故地，千年神奇莽莽枣林织锦秀，黄河岸
边，一望无际树树红星扬美名。 今天，让我们穿越
千年古枣林，领略沿黄最美“绿色廊道”。

2022 年 8 月，第五届中华医药大会在三门峡市召开。 时
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当。 穿越茂密的枣林之间，汗水早已
湿透了衣衫，但一群大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却依然兴致勃勃，一
路追寻着中国优秀农耕文化的璀璨遗产———黄河岸边千年古
枣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指导委员会委员闵庆文，北京理
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胡瑞法，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植物保护专家
文才艺等一行穿越考察黄河岸边大王镇后地村千年古枣林。

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思，一路议。 有探究，有争议，有碰
撞，有火花，收获颇丰。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
指导委员会委员闵庆文深有感慨地说：“黄河川原古枣林群落
是优秀中国农耕文明的经典，是灿烂黄河文化的积淀，是博大
精深中华医药库里的瑰宝， 更是名扬海内外的世界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黄河川原古枣林群落是镶嵌在黄河金三角的一颗
璀璨的明珠，是现代园艺的活化石，是世界园艺技术之源，更
是一座光彩熠熠价值连城的宝藏，具有良好的生态价值、经济
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科研价值、中医药价值，要积极申报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的深入实施，为古枣林焕发勃勃生机，提供千载难逢的发展
机遇，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开发好。 ”

近年来，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都把黄河川原古枣林群落的发展传承、申
遗工作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紧
密结合，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示范区（高新区)大王镇党委、镇
政府更是积极落实，励精图治，聘请专家团队，成立研究所，进
行顶层设计。 编撰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列丛书—黄河川
原古枣林，拍摄专题片。 对具有千年历史的原始古枣树进行重
点挂牌保护， 将已经有千年历史的古枣林区域列为重点保护
区域。 成立专业合作社，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传承，开发了枣
茶、枣片、枣汁、枣醋、枣酒、枣花蜜等 40 余种大枣制品。

如今， 黄河川原古枣林的主产区大王镇后地村已成为中
国摄影协会的创作基地、书法美术写生的胜地、中小学生农耕
文化的研学基地， 热爱保护传承黄河川原古枣林已成为大家
的自觉行动。 黄河川原古枣林群落的开发与传承必将助推乡
村振兴，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原大地
一张靓丽的名片。

5000年历史 申遗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4 月 25 日， 一场以“学科双向细目表及应
用” 为主题的教研活动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高新区）实验高中会议大厅有序展开。
该活动的开展将对该校教学及高考水平提升发
挥指导作用。 王晓阳 摄影报道

学科竞发聚高考
考纲精读促提升党建引领 群众参与

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阳店镇———

“以前，我家门前是泥土路，雨雪
天出行很不方便。如今在村干部的带
领下， 大家众筹修了一条水泥路，群
体出行方便了，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啊！ ”日前，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高新区）阳店镇下北村八组村
民彭建红家门口，村民纷纷点赞修好
的新路。

据了解，下北村七组、八组和九
组 154 户群众的家门前，原是一条坑
洼的泥土路，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出行
造成不便， 群众修路的愿望十分强
烈。 为解决群众的烦心事，今年春节

刚过，下北村在阳店镇党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通过“一事一议”和党员
群众代表会的表决，采取“党支部引
领、党员干部和群众自筹、投工投劳”
方式，多方筹措资金，对 3 个村民小
组房屋门前巷道进行规划，铺设雨污
分水管道、硬化道路。

经过申请，下北村向上级争取项
目资金 52 万元， 铺设雨污分流管道
1200 米，村民自发自筹资金 40余万
元，党员群众踊跃投工投劳，机械作
业、硬化房前屋后的巷道。

下北村党员群众自筹硬化巷道

是阳店镇“党建引领、群众参与共建
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
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服务“三
农”、统筹协调等，让群众成为基层治
理的主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实现
了乡村治理效能大提升。如今，南宋、
南卿等村也都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回
应群众关心事， 动员群众积极参与、
共建共享美丽家园。“党建引领，群众
自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模式逐渐
在阳店镇兴起。

彭红勇 赵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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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川原古枣林群落是优秀中国农耕文明的
经典，是灿烂黄河文化的积淀，更是名扬海内外的
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前，申遗工作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中。

皇天后土，天赐宝物。 据考古发掘证明：黄河
川原古枣林有 5000 年的历史。 早在 1800 年前，
就出现了有关枣树种植的文字记录。 伴随着函谷
关烽火的历次点燃，枣园在毁灭和重建中轮回，历
经风霜血雨，饱受沧桑磨难，更见证了彩虹神奇。

黄河川原古枣林主产区位于三门峡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高新区）大王镇后地村一带，有枣林
4000余亩， 其中拥有千年左右树龄的古枣树 600
余株，500年以上树龄的古枣树 2343株，300年至
499 年间的古枣树 3445 株，100 年至 299 年间的
古枣树 59619 株。 黄河川原古枣林的生命力极其
顽强。研究证明，一株 3米高的枣树，其根系可垂直
延伸至 10米多， 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抗旱和水土
保持等生态功能特征。 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
载， 早在 1800余年前， 汉献帝兴平二年（即 195
年），大枣已成为当地遭受蝗灾和干旱、五谷不收的
情况下的重要救灾食物。 另据记载，1959年 12月
至 1960年 4月， 黄河三门峡大坝第一次拦洪，后
地村部分枣树被黄河洪水淹没，有的树冠被淹没三
分之二，但在水退后，当年枣树仍能开花结果。

滔滔黄河，奔腾不息，千年枣林，苍劲挺拔，枝
繁叶茂。 黄河川原古枣林群落坐落于北纬 40 度，
东经 110 度 35 分左右， 属于温带大陆性半干旱
气候，气温温和，积温较多，光照热源充足，加之黄
河的护佑，使得黄河川原大枣别于其它大枣，色、
形、味俱佳。 枣树的叶、花、果、皮、根、刺及木材均
可入药，且早已融入中华医药的血脉，成为百药之
引。

黄河川原古枣林的大枣以圆枣为主，又称“疙
瘩枣”“圆枣 ”一级枣，形状像猫头，又称“猫头
枣”。果皮深红，肉厚核小，质韧汁少，肉质松软，甘
甜清香。 果实以干枣食用药用最佳， 也可蒸煮食
用，枣丝枣片可代茶饮。 1915 年，黄河川原大枣和
贵州茅台酒、镇江陈醋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世
界博览会前身）荣获金奖。 2002 年黄河川原大枣
在乐陵国家红枣鉴评会上荣获金奖。 2005 年，在
中国国际枣业发展论坛上大王镇被授予“2005 年
名优红枣生产乡镇”荣誉称号，同年被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授予“红枣生产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 2009 年 11 月，黄河川原大枣又被国家有机
食品认证机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认证中心认证为
有机食品。 2015 年河南川原古枣林被农业部认定
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19 年 7 月被农业
农村部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传承保护古枣林
助力黄河流域生态高质量发展

穿越千年古枣林
领略沿黄最美“绿色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