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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不息的滔滔黄河，从黄土高原滚滚而下，经过千万年的积淀，孕育出黄帝故里新郑这方神奇的沙质黄土地，孕育出驰名中外的神奇特产——
新郑红枣。

历经8000年的风雨洗礼，新郑红枣从野果一步步蜕变为供人们祛除疾病、强身健体的木本粮食，从点点红星聚成无边的祥云红遍华夏。红枣产
业的横空出世令世人为之瞩目，使新郑不但摘取“中国红枣之乡”、“全国大枣基地县（市）”等桂冠，还相继成为全国最大的枣产品集散地、最大的红枣
新技术示范园区和闻名全国的休闲、保健类食品产业园。

那么，新郑大枣是如何成为富民强市的特色支柱产业，进而实现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又是怎样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它今后的发
展前景又将怎样？近日，本报记者奔赴枣乡，在“红黄”文化交相辉映中，探索追寻有关红枣问题的一个个答案！

展望篇：
依托优势走木本粮之路

如今在新郑，枣农们赚着枣钱，过着甜蜜的
日子，不亦乐乎。两个月前，新郑市孟庄镇寺西
王村百余户村民的 2000余亩枣园被好想你枣业
公司集体流转。“俺现在的生活和城里人没啥两
样：一亩地每年有 1200元的流转收益，以后逐年
递增；以后自己还能到”万果园“上班，每月能挣
个七八百块钱。”寺后张村 56岁的张跟锁一手摇
着扇子，一手拉着孙子，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原来，这是石聚彬做大做强枣文化产业、打
造中国红枣产业王国、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吃上红
枣的又一奇招——依托资源优势，打造木本粮基
地。据了解，未来两年，这里将建设具有果树特
色的旅游基地“万果园”。园里所获枣果将加工
成粉，用于加工“木本粮”。将与“万佛苑”相得益
彰，互为增辉，打造成为具有农家特色的生态旅
游、文化欣赏、休闲娱乐基地、文化旅游产业“硅
谷”。

什么是“木本粮”？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好想
你公司的创始人石聚彬解释道，就是木本作物果
实加工成的粮食，可以磨成细粉冲着喝，也可以
做成馒头、面条，直接进入千家万户。如此即可
实现他“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吃上新郑红枣”的梦
想。相对于小麦等“草本粮”，“木本粮”更有营养
功能。2009年9月，好想你枣业公司与中国农业
大学合作研发的“木本粮”系列产品开发项目正
式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采用红
枣、板栗、黄豆、糯米、枸杞、花生、绿豆等 7 种养
生果品加工而成的“木本粮”新品走上市民餐桌
后，市场反响极好。

这一成功，无疑更坚定了石聚彬走木本粮之
路、让每个家庭吃上新郑大枣的决心和冲天豪
气。去年 11 月，好想你木本粮创意农业园建设
项目在新郑签约。园区里，将种植以枣树为主的
木本粮百年古枣树、核桃、板栗、柿子等树种3000
株，形成观赏、采摘和植物研究的花果山，形成全
国木本粮最大种植基地。

“为的就是让人们体会自然，感悟自然的同
时，也要品味自然、吃出健康。”项目相关负责人
说。根据规划，此地还将建有万佛苑、三农博物
馆和河南旅游展品展销中心，将实现特色食、生
态住、休闲游、方便购的目标，打造新郑、郑州乃
至河南接待、休闲的胜地，成为河南旅游产品的
加工、集散和物流基地。

如今，新郑大枣历经8000年，已蜕变成蝶，配
套齐全的红枣产业链，犹如红色“祥云”增辉中
华。“八月十五到，遍地红玛瑙”，就在前几日，新
郑中华枣乡风情游开幕。年年岁岁枣相似，岁岁
年年味儿不同。据该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新郑枣乡在风情万种的同时，将为大众呈上一场
更为浓郁的文化大餐。

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了
枣农种枣管枣的积极性，大枣
产量逐年增加。每每收获季
节，无数的枣农或蹲在 107 国
道两旁，或骑车到郑州零售，一
些精明的“大户”还将收购的大
枣进行粗加工，然后运到外地
销售。然而，规模小、产量低、
加工技术水平低和一家一户作
坊式粗放加工、分散经营，使得
甜了几千年的新郑大枣，也只
能作为土特产。

如何把小红枣做成叫响全
国的大产业，新郑人在思索，石
聚彬和他的奥星公司在探索。

推行红枣生产标准化，是
新郑打出的第一张“牌”。为彻
底改变农民守着“摇钱树”过穷
日子的局面，把小红枣做成叫
响全国的大产业，石聚彬和他
的奥星公司义无反顾，冲锋在
前，毅然决然担当起开路先锋
的历史重任！在政府及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司成立技
术服务队，与各村、农户签
订“服务枣农随叫随到
承诺书”，为枣农提供
统一供苗、统一喷药、统
一 技 术 培 训 等 综 合 服
务。而各有关职能部门
开通专家服务热线，积极
免费提供咨询；制定完善 6
个大枣生产标准体系；还举
办大枣标准化培训班，培训6
万余人，真正使枣农户户有标
准。

龙头带动，是产业发展的
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翻开新
郑红枣产业发展的壮丽画卷，我
们清晰可见，是以奥星公司为代
表的集种植、加工、销售相辅相
成，基地、品牌、龙头企业交相辉映
的产业发展体系，促使红枣种植、加工、
销售产业链条紧密联结，让枣农与企业
结成命运共同体，闯市场，创效益，共发
展，快致富。奥星公司采取订单回收的
方法，利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彻底解
决当地枣农卖枣难问题，每年还能提供
1000 多个就业岗位。为解决原材料来
源和质量问题，2002 年，奥星公司果敢
采用“公司+基地+农户”运行模式，投
资建立千亩无公害原料生产基地——
红枣科技示范园，等枣树成形后再包给
农民，并签订协议，保底收购。公司请
来专家免费培训枣农，让农民掌握从剪
枝、浇水、抹芽、修剪，到砑枣、整形、施
肥、刮老树皮等一整套技术，成为产业
链上标准化生产的工人，为“好想你”提
供充足、绿色的枣原料供应。今年枣树
开花期，由于风大，枣花被吹落，示范园
就带领农户铺反光膜，提高光照时间，
并进行人工授粉，保证产量稳定。“要不
是公司，自己管理又该赔钱了。”枣农庆
幸地说。

如今，新郑市大枣面积已经发展到
20万亩，品种达30多个，年产量突破3.5
万吨，大枣每年给新郑带来收入3亿元，
仅“好想你”一个公司每年就吞掉新郑
大枣 80％的产量。枣农再也不用为卖
枣而发愁，枣农的年均收入由实行标准
化种植前的不足 2000 元达到人均 4100
元以上。

加快红枣生产科技化，是新郑打出
的第二张“牌”。谈到企业科技创新，我
们又不得不提到石聚彬。是他，开启了
新郑枣区依靠科技开发，叩响以推进红
枣产业化带动枣农致富的幸福之门。
1993年，针对南方人喜欢食无核枣的消
费习惯，他以鸡心枣为原料，研制出鸡
心人参枣、鸡心山楂枣、蜜饯无核枣，一
投放市场，就供不应求，当年创利税 30
万元，抵得上他 10 年贩枣的销售额总
和。其中鸡心人参枣属于国内首创，荣

获省优秀新产品奖。他为这项发明申
请了第一项专利。

“没有高科技，一辈子就是个卖枣
的角色。”尝到科技创新甜头的石聚彬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请郑州高校专
家教授作食品加工、营养分析顾问，派
出技术人员参加全国加工培训班，自己
动手设计建造具有自动恒温功能的烘
干房，解决大枣外观干裂难题；大枣切
片实现自动化控制，切片职工由原来的
40多人减少到７人；包装切纸机械工序
由原来 12 名职工减少到１人；投资 40
多万元的大枣抛光设备，保持了枣的饱
满色泽，保留了枣的营养价值……此
后，“红枣醋饮”、“红枣酪”、“红枣粉”、

“健康红情”、“枣博士”、“枣片”等 10个
系列、230多个产品先后问世，为公司增
添持续不断的市场活力。

在奥星的带动下，新郑市红枣深加
工企业纷纷扩规模，上水平，打品牌，你
追我赶，晋档升级，在竞争中加快发展，
现已发展到80多家，其中百万元产值以
上的企业有 33 家，全年加工红枣 1200
万公斤。企业把特级枣和一级枣进行
包装，以品牌销售，将次枣和浆枣进行
深加工。开发出蜜枣、焦枣、枣茶、饮

料、枣酒、枣醋、枣片、枣干、枣罐
头等，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如今的新郑，科技创新成为
红枣产业跨越发展的强大引擎。
以奥星公司为龙头的加工企业开
发的大枣产品达 12 个系列 230 多
个品种，年净增效益上亿元。新
郑红枣产业链以孟庄镇好想你为
核心，正向四周乡镇甚至周边县
市强劲辐射，形成中国红枣产业
发展最为活跃和繁荣的高地，真
正成为农民致富的摇钱树和聚宝
盆。仅寺东高村就有 300 多名农
民就业上岗，人均增加收入万元
以上。

推进红枣生产品牌化，是新
郑打出的第三张“牌”。在奥星公
司决策层看来，品牌是一个地区、
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而
几年前那场因自创品牌“好想你”
被李鬼假冒，让公司蒙受巨大损
失的专利官司，至今让他们刻骨
铭心，须臾不可忘记。也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2009 年，奥
星公司改制成好想你枣
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有效制止“傍名
牌”、“搭便车”行为，在
新郑市科技、枣科所、技
术监督部门的支持下，
奥星公司不断改进质量
管理，制定发展方案；申
报枣片产品国家标准，
规范产品标注标识；重
新制定大枣及其各类
制 品 出 厂 检 验 报 告

单。还建立起企业规划

科检中心，研制新产品，规范生产车间
管理。

通过参与式服务，2002 年，该公司
的大枣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好想你
牌枣片被评为河南省名牌农产品。
2009 年，该公司实现产值 5 亿元，成为
集红枣开发、规模加工、示范种植、生态
旅游于一体的现代企业集团，是国内最
大的红枣系列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

把小小红枣做成大产业，这是枣农
几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而好想你、正
好等新郑红枣龙头企业做到了。不仅
如此，更让国人惊叹不已的是在新郑市
委市政府的因势利导下，由石聚彬领
军，枣乡人大举西进，将新郑枣树引进
新疆，给新疆人民带去富裕和健康。在
与各地进行的枣树苗木、苗木购销、栽
培管理、技术培训、枣果回收、建立果品
加工企业等多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
中，逐步形成了全国最大的枣树苗木集
散地和枣产品集散地。

①大红枣儿送亲人。
②“好想你”公司现代化的枣片生

产线。
③小红枣大品牌，如今“好想你”产

品遍布全国各地。

历史篇：
守着“摇钱树”过穷日子

8000年前，红枣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供先人
果腹充饥。1978年在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
中发现的枣核化石，就是新郑大枣发源地的铁
证！

传说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他的臣民们，就
是靠着稷粟，还有这累累枣果，强身健体，富国
强兵，一统天下，肇造了中华文明。而在众多的
史籍里，依然清晰地记载着西周时人们用枣做
食、春秋时郑国都城“桃枣荫于街”的繁华盛景。

从东汉时起，小小的红枣果，被张仲景等一
代又一代名医作为医病、健身、养生的滋补良
药。北魏时期，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就已详细
记述管理枣树的技术。从此，新郑枣树种植逐
步走向发展，至于明清更是繁盛一时。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改革开放，让新郑红
枣产业迎来繁盛辉煌的新时代。如今，这里的
枣树面积已达 20 万亩，被誉为中国红枣之乡。
大枣成熟季节，走进新郑大枣主产区孟庄，那成
片成行的枣树挂满红枣，家家晒场上红枣漫铺，
如同祥云一般，无边无际，一派丰收景象。

跟枣打了一辈子交道、尝尽种枣酸甜苦辣
的枣农刘富民老汉，瞅着给他们带来滚滚财富
的红枣，不禁感慨万千：“是党的改革开放好政
策，让俺靠种枣过上了好日子。要是在过去，俺
想都不敢想！”老人家没说几句话，就把我们带
到大枣种植曾经的风风雨雨。

千百年来，枣乡人一直爱枣、吃枣，种枣是
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枣树多，收成好，他们兴
高采烈，枣树少或被毁了，枣农们的心都在泣
血。大炼钢铁那年，狂热的人们发疯似地毁林，
大片大片的枣树被砍伐，葬身熊熊炼钢炉火，而
人们不仅没了木本粮食可吃，生态环境也遭到
严重破坏。后来，为治理沙丘，党和政府号召大
力发展枣树，枣农们乘机一门心思栽枣树、管理
枣树，枣树种植一时得以迅速恢复。

在“一大二公”的年代，枣树归生产队集体
所有，农民以农作物为主，也没有人去管理，随
便生长。即使偶有回收，也都由当地供销社收
购，群众收入寥寥无几。采摘时节如果遇到连
阴雨，浆枣和霉枣只能喂猪。刘老汉叹口气道：

“现在想想，以前真是守着摇钱树过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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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遍华夏的祥云
本报记者 刘 冬 赵锡铭 高 凯 文/图

发展篇：
小红枣做成大产业

新郑大枣的
特殊功效

新郑大枣又名鸡心大枣、鸡心枣，是黄帝故里
新郑的特产，素有“灵宝苹果潼关梨，新郑大枣甜
似蜜”的盛赞。红枣味甜、性温，是补血健脾美容
的滋补佳果，而新郑大枣以其皮薄、肉厚、核小、味
甜备受人们青睐，成为枣类中的佼佼者。

新郑大枣含有人体必需的 18 种氨基酸，内含
蛋白质、脂肪、糖类、有机酸和磷、钙、铁及维生素
B、C、P等物质，是天然的维生素果实，营养价值极
高。邓小平同志出访日本时，曾专门将鸡心枣馈
赠日本天皇。大枣药用价值很高。枣树的叶、花、
果、皮、根、刺皆可入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说：枣味甘、性温，能补中益气，养血生津，用于治
疗“脾虚弱，食少便溏，气血亏虚”等疾病。常食大
枣可治疗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脾胃不和、消化不
良、劳伤咳嗽、贫血消瘦，养肝防癌功能尤为突
出。“一日吃仨枣，红颜不显老”，就是大枣健康养
颜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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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给枣乡人带来了滚滚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