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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一辈子了，知道苹果都是在地里
长的。今天来，真是开眼了，苹果树盆里
长，果子还能结这么好！”90岁的张守青
老大娘看得直入迷。

在三农成果展现场，郑州市农科所
的果树盆景着实吸引不少参观者的目
光，观看、拍照、合影的人群络绎不绝。

“此次我们带过来了八大种类、130
多盆果树盆景，其中，苹果三个系列、石
榴两个系列，其他有海棠、山楂、葡萄、柿

子等。”据郑州市农科所副所长王国杰介
绍，该所研究果树盆景已有十年以上。

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领略田园
风光，品尝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的美味，近
年来果树盆景市场缺口大，销售量以
15%的速度逐年递增。“搞研究，只有更
贴近群众才会更有生命力。我们今后将
加大果树盆景的研发，让市民在家里都
能感受大自然的回馈。”王国杰表示。

本报记者 武建玲张立 卢文军

荥阳
河阴石榴文化节开幕

邙山脚下，似火石榴挂满枝头；黄
河南岸，人潮涌动共襄盛举。9月 23
日上午，“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
活动——荥阳市第十四届河阴石榴文
化节在高村乡刘沟村石榴广场开幕。

“开园啦！”随着果农们的一声呐
喊，荥阳市高村乡 3万亩河阴石榴园
全部打开园门，喜迎八方宾客。

当天，“河阴石榴王”拍卖暨金秋
助学捐赠仪式在石榴广场举行，共吸
引 20余家企业踊跃参加。经过激烈
角逐，最后，单果重 882克的“河阴石
榴王”被海升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3.8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最终，
7个获奖石榴共拍得善款 13.1 万元。
在随后举行的金秋助学捐赠仪式上，
主办方把此次拍卖所得的款项捐赠给
高村乡中小学。

刘沟村在2004年以前，人均收入
不足 1200 元，是省级贫困村。经过
14年的发展，该村石榴种植面积已达
4900余亩。据统计，全村 348户人均

年收入达到39000元，年收入在 20万
元以上的家庭 62户，60%的家庭收入
都在10万元以上。

据悉，开幕式结束后，农产品展
销、金秋采摘主题精品线路推介等活
动将陆续拉开帷幕。

登封
喜晒“山沟经济”新面貌

喜庆的唢呐吹起来，轻盈的舞蹈
跳起来。23日上午，登封市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徐庄镇大
熊山摘星楼景区举行,来自全市各乡
镇的农民代表及群众满怀喜悦，用各
种方式庆祝农民自己的节日。

舞台上，来自卢店镇的大妈旗袍
队，个个面带笑容，跟随着乐曲，走着
一场新时代农民的模特秀。“我就是登
封人，登封是我家，这里有我的父老乡
亲和最爱的爸妈……”登封本土歌手
张六水专程赶到现场助唱祝贺。“老嫂
子 你 到 俺 家 ，尝 尝 俺 山 沟 的 大 西
瓜 ……”唢呐吹奏出的豫剧《朝阳沟》
选段唱出新时代农民的新愿景。

在农副产品展示区，来自石道乡
上窝村的南瓜系列产品吸引不少农民
驻足观看。听说举办“丰收节”，农民
梅振英从 50公里外的大金店镇梅村
一大早就赶到了活动现场，在农业科
技咨询台一边翻看科技资料，一边咨
询专家。“一来感受感受这喜庆的氛
围，沾点‘喜气’；再个想咨询一下农业
技术老师们，帮我指导一下塑料大棚
种植技术！”梅振英问得认真，技术人
员答得仔细。

“加油、加油……”来自 17个乡镇
办的拔河队、搓玉米、剥花生的选手们
毫不示弱，竞相一争高低。旁边的啦
啦队在为各自的“战队”加油助威。在

当日活动现场，文艺歌舞展演、农产品
展销、趣味运动会、农耕文化体验等系
列精彩活动，着实让登封农民嗨了一
把。

据悉，除徐庄镇主会场的活动外，
登封市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还将在
告成镇、大冶镇、送表矿区、中岳办事
处四个分会场进行，整个活动持续到
9月 28日。

巩义
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

9月 23日上午，巩义市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在河洛镇偃月古城盛装
启幕，15个乡镇 200多个特色农产品
在这里集中展示。

本次“中国农民丰收节”采取“1+
1+N”的形式，即：1个主会场、1个分
会场、13个镇级活动会场。主会场设
在河洛镇偃月古城，分会场设在竹林
镇风情古镇，其他13个镇结合自身特
色自行组织实施若干项系列活动。活
动从 9 月 23 日至 10 月 7 日，历时 15
天。

活动现场来自该市 15 个镇的
200 多个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可谓
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充分展示了各
镇科技强农新成果、农业产业发展新

成就和乡村振兴新面貌。活动现场还
安排了磨坊、油坊、豆腐坊等农产品加
工展演，手工烤红薯、烤玉米等农事比
赛，民俗表演和河洛美食文化节等多
项活动，让广大群众在认识、体验、品
味农事活动的同时，共享丰收的喜悦。

新密
美丽乡村庆祝丰收节

新密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
祝活动 23日上午在全国美丽乡村超
化镇黄固寺举行。

活动围绕“传承农耕文明 共庆五
谷丰登”主题，以大厨房、大文化为主
体，设置农产品展示、农业装备展示、
农民书画摄影展、新密美食特色等 7
大板块，全面展示悠久厚重文化、农村
建设新风貌。

据了解，活动中展示了新密的特
色农产品金银花、葡萄、梨、辣木茶、
石榴等，还有远近闻名的大隗荷叶
饼、大隗牛肉、米醋等农副产品和密
玉雕刻等工艺品。现场的戏曲表演、
超化吹歌表演、盘鼓表演、农民广场
舞表演、舞龙舞狮表演等节目则表现
出广大农民喜庆丰收的欢乐场景。

本报记者史治国 谢庆
李晓光 张立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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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体现中原新创造

科技进步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除了传统农耕文化的展
示，我省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也在
首届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现场得到
展示，让人看到了我省现代农业发
展的新成就和中原农民的新创造。

在一片开阔地上，三米多高的
拖拉机启动、转弯、倒车……整套动
作一气呵成。而驾驶室里，却不见
人影。“这是我国技术人员自主开发
设 计 的 东 方 红 无 人 驾 驶 拖 拉 机
……”讲解员正向观众讲解拖拉机
的性能参数。小型农机展示区，则
停放了数十台各式小型收割机、播
种机、除草机等，其中一台自走式打
药机外形犹如欧洲古典三轮马车，
来自河南省正阳县，由一位农民自
制研发，柴油动力、电启动，是河南
省 2018 年新型农业农民创业创新
大赛获奖产品。

活动现场，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现场展示的阳台园艺吸引了不少市
民观看。盆栽食用菌、荆芥、番茄、
小辣椒……将菜园“搬进”阳台，既
可以装饰家庭，还能吃到自己种植
的新鲜蔬菜。据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科研人员龚攀介绍，用阳台园艺种
植的蔬菜经过物理处理，不用打药
驱虫，更加绿色健康，而栽培基质土
里有营养液，可以使用1~2年。

大数据和农业也能挂上钩。活
动现场，河南省农业大数据应用产
业技术研究院则是利用大屏幕进行
形 象 展 示 ，同 时 发 布 有 关 数 据 。
2017年 5月获批成立的河南省农业
大数据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河南农业
粮食大数据的中坚力量。据该院执
行院长张鹰介绍，面向农业产业需
求，该院建立了经济作物高精度遥
感技术路线，数据细化到田块级，属
国际首创。

漫步红枣小镇，你会感受到，
丰收节真成了农业的嘉年华、农民
的欢乐节、丰收的成果展、文化的
大舞台。

传承农耕文明,共庆五谷丰登。9月23日是首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
省主会场庆祝活动在新郑红枣小镇举行。主会场
设置了“中原丰收晒场”“中原农耕文化”“‘三农’成
果展”“中原美丽乡村”“中原农业科技”“中原话丰
收”六大主题版块，通过“庆丰收、晒丰收、话丰收、
享丰收、促丰收”等形式，全面展示我省厚重的中原
农耕文化、现代农业发展新成就、农村改革发展新
变化、中原农民新创造。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和谐统
一，你既可以感受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会为农
业科技发展的一日千里发出感慨。

丰收节庆祝现场，一些平时难得一
见的传统农业技艺和农村习俗很是吸引
人。

在红枣小镇，打枣已经是一种仪式
和表演项目。这里那里随处可见树龄在
300 年以上的古枣树，这样的古枣树有
9000多棵。依托这些古枣树，好想你每
年 9月份都会举办中华枣乡风情游暨好
想你红枣文化节，让成千上万的人都来

这里打枣，享受丰收的喜悦。在河南省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人们可以
观看到枣乡喜庆、热闹的打枣仪式，欢庆
丰收。

红枣小镇的古枣树，每一棵都是“大
肚子”。这“大肚子”和砑枣技艺密切相
关。“砑树时斧头要平，力量恰到好处，砍
断树皮，不能丝毫伤及树皮以下。”丰收
节庆祝活动主会场，带着草帽的孙大庆

弯腰站在一棵“大肚子”枣树旁边，用砑
枣斧在枣树的腰间砍出品字形痕迹，给
大家展示砑枣技艺。

据了解，砑枣技艺是农民在长期种
枣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独特技艺。其目
的是适当阻断养分往枝叶输送，将养分
保留在树干上，提高枣树的坐果率和枣
果的品质。这是中原农耕文明智慧的结
晶，吸引了不少群众围观。

活动当天，全省各地的特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了集中展示，让不少人大呼
过瘾。

在地理标志农产品展区，可以看
到中原 18 个地市的特色农产品，如河
阴石榴、灵宝苹果、中牟大蒜、尖山金
银 花 、偃 师 银 条 、西 峡 香 菇 、正 阳 花
生、柘城辣椒、鹤壁淇河缠丝鸭蛋等，
一派丰收景象。

除了土特产，我省民间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也悉数亮相。吹糖人、泥人制作、民
间风车、手绘灯笼、翻花、琉璃咯嘣等，让
你找回儿时的回忆；蛋雕、剪纸、草编、丝
网花、信阳叶雕等，则让人为民间艺人的
精巧创意拍案叫绝。

来自信阳商城的河南省民间工艺
美术大师余贵明从事叶雕 20 多年，作
品曾被作为礼品送给国外元首。活动

现场，他带来了几幅很有农村生活气
息的作品，构思巧妙、栩栩如生，用一
片小小的法桐树叶创造了一个新的艺
术世界。

来自宝丰的马街书会、朱仙镇木板年
画、信阳毛尖制作工艺以及手擀面、核桃
酥等各地名吃不胜枚举，活动现场，你可
以听书、品茶、看表演、品美食，尽享中原
物产和文化之美。

中原出彩庆丰收中原出彩庆丰收
聚焦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打枣砑枣 传统习俗技艺吸引人

河南特产 群英荟萃过把瘾

形似辣椒的辣椒枣、状似葫芦的葫
芦枣、小巧的金丝小枣、大大的芒果枣、
黑黑的乌枣……步入河南省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主会场的丰收长廊，道路

两边一字排开的红枣琳琅满目，很是吸

引人，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红枣博

览会。

新郑是红枣之乡，也是世界红枣之

源。世界红枣看中国，中国红枣看新

郑。在红枣的大家谱中，有名字的红枣

就有 706 种。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主会场设在红枣小镇，庆祝活动自然少

不了“红枣”这个特色。据介绍，在河南

省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的丰

收长廊上，展出的红枣品种就有近百

种，其中很多品种都是非常少见的，既

有太空枣、磨盘枣、葫芦枣、茶壶枣等观

赏价值极高的红枣，还有冬枣、辣椒枣、

鸡心枣等脆甜多汁、适合鲜食的红枣。

不少群众感慨“红枣也有这么多品种，到

这里真是开眼界、长见识”。

在主会场“中原丰收晒场”，18米高
的“中原丰收仓”煞是抢眼。

中原丰收仓以粮仓为形，以五谷、
五果、五畜、五蔬为基础，堆积成由中
原 特 色 农 产 品 构 成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

“丰收仓”，体现《黄帝内经》中“五谷
为 养、五 果 为 助、五 畜 为 益、五 蔬 为
充 ”的 精 髓 ，展 示 粮 食 丰 收、颗 粒 归

仓，寓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在现
场，高高耸立的丰收仓吸引了不少群
众合影留念。

据了解，丰收仓高 18米，寓意河南
省 18 个省辖市共筑中原丰收大粮仓。
在丰收仓两边分布着 18个装满谷物的
大粮囤，寓意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 2018
年五谷丰登粮满仓储。

红枣博览会琳琅满目

18米丰收仓抢眼球

盆里长苹果市民叫“新鲜”

9月23日，除了河南省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在新郑
主会场举行，我市其他县市也组织了多种活动，共庆丰收节。

品味传统农耕文明感受现代农业科技
——我省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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