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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红枣林
一年不得闲

10月23日，在乐陵市朱集镇红
枣晾晒场，驱车经过就能闻到甜甜
的味道。20多名工人正在挑选晾晒
好的金丝小枣，约18万斤小枣在这
里从鲜枣被晾晒成干枣。一个月
前，被采摘下来的小枣经过精心挑
选，铺设在宽敞的晾晒场上，利用
自然阳光进行晾晒，保留了小枣最
原始的营养价值与风味。晾晒过程
中，工人们时不时翻动小枣，确保
每一面都能均匀受光，从而达到最
佳的干燥效果。

作为土生土长的朱集人，前周
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乐陵市同
创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
周之军，和金丝小枣打了一辈子交
道。合作社成立6年来，已有社员
200多户，管理着约1500亩枣林，从
科学施肥、精心修剪，再到严格的
病虫害防治，每一步都凝聚着枣农
们的心血与汗水。周之军向记者分
享了枣农们的“种枣经”。

“今年收获了60多万斤小枣，
一斤鲜枣能卖到4块多。种枣树是
个下功夫的活，一年不得闲。”周之
军介绍，眼下小枣收获已经接近尾
声，12月到来年的3月要对枣树进
行剪枝、清理树下杂草；4月20日左
右是枣树的萌芽期，为了防止嫩芽
被虫子吃掉，需要利用无人机、拖
拉机喷洒农药；在5月份喷洒完第
二遍农药后，枣树开花，枣农们也
迎来最忙碌的阶段。

“6月初到7月中旬是最忙的时
候，夹树、夏季剪枝、施肥同时进
行，枣林里最多有80多个人在工
作，枣坐三伏，夹树必须在6月25日
之前完成，夏季剪枝需要在7月15
日前完成。”周之军口中的夹树，也
就是环割，在枣树的树干部分环绕
一周切下树皮，被切割树皮的宽度
控制在0 . 8厘米到1 . 5厘米之间，可
以达到防止养分流向根部、促进枣
树结果的目的。周之军表示，枣农
们最害怕遇到连阴天，会造成小枣
裂果、掉果、糖分积累难，因此在8
月份还需要给小枣补钙，增加果皮
厚度，提高抵抗力。

一年的忙碌迎来硕果，9月中
旬收获鲜枣，10月中旬收获干枣。
小枣的收获，是时间赋予的甜蜜馈
赠，还是一年里不懈努力的见证，
更造就了乐陵金丝小枣的高品质。

小枣品种推陈出新
一斤能卖出50元高价

走进乐陵市金丝枣4号科技示
范基地，淡淡的枣香扑面而来，一
棵棵枣树，枝条繁盛，或舒展或盘
曲，姿态各异。

“基地现有规模54亩，枣树共
计约3300株，种植品种为山东省果
树研究所选育的干鲜兼用优良品
种金丝4号，该品种于2018年通过
国家林业局树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乐陵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石艳介绍说。

据介绍，金丝4号为晚熟品种，
果实9月下旬白熟，10月中下旬果
面全红，10月底或11月上旬进入完
熟期。成熟的果实呈长筒形，果皮
细薄，果肉质地致密脆嫩，口感极
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37 . 9%，
干鲜兼用。“金丝4号抗风、抗病性
强，打破了遇雨裂果的瓶颈，每斤

能卖出50元的高价。”石艳说。
与此同时，在很多枣树只剩下

干果的时候，乐陵金丝小枣双新双
零精品示范园的大棚里，上百株枣
树的枝头上仍然挂着一串串红彤
彤的果子，这是示范园负责人田敬
义历经十年不断探索，反复试验，
精 心 培 育 出 的 金 丝 小 枣 新 品
种——— 傲雪，因为果实生长期长，
直至下雪时还在生长，故得此名。

据田敬义介绍，2015年，这个
新品种基本成型，2016年顺利通过
山东省专家组的验收，命名为“傲
雪”。“这个品种挂果多、成熟晚，能
错过雨季抗果裂，因为生产期长，
所以枣内积累的营养成分也比普
通的枣高1-2倍。并且，枣果不易脱
落，可以说是三季有叶，四季有
果。”在田敬义的建议下，记者大力
摇晃一株枣树，一些树叶纷纷掉
落，但枣果仍稳稳地挂在枝头。

被誉为乐陵枣博士的田敬义
还自主研发了启闭式全自动避雨
棚。“这个大棚既能解决黑斑、落
叶、烂果等病害的侵染和发生，还
能通过控制雨水，调解土壤湿度，
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水源也不产
生任何污染，真正做到了新品种、
新技术的零农残、零污染。”田敬义
自豪地说。

“这个品种的枣一斤能卖30
元，每亩地预计收入六万元，去除
成本，还能有5万多元的收入，收入
高了，枣农的种植热情自然也高。”
田敬义说。

据了解，从2007年开始，乐陵
金丝小枣就因品种杂、品质差受到
新疆枣等同类产品的冲击。为解决
这一问题，乐陵市在金丝小枣的品
种改良方面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
要举措。不仅围绕国家枣树良种基
地，采用矮化密植、智能化水肥等
管理技术，建成集枣树高效生产、
良种选育、种质保存、有机栽培为
一体的现代化枣树科研示范基地，
还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合
作，为乐陵金丝小枣把握发展大
势、破解技术瓶颈、促进果业提质
增效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小枣“黑化”之路
金丝黑枣诞生

在位于国家农业科园区德州
（乐陵）省级农高区的实验室里，几
名山东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身
穿白大褂正在做实验，陈尚静就是
这其中的一员。

“我主要研究黑枣醋方向，让
它发挥出更大的营养价值，像菌
种、菌种的接种量、温度、湿度等都

会影响到黑枣醋的口感、发酵时
间。”陈尚静口中所说的黑枣，并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黑枣，而是山东农
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张仁堂带领团队，通过控制温湿度
等条件，将金丝小枣进行固态黑化
反应，得到的金丝黑枣。

据了解，早在2015年，张仁堂
就参与山东对口援疆，把红枣的精
深加工当作重要课题研究。在关注
到山东农业大学在红枣精深加工
领域做出的成果之后，2021年，乐
陵市人民政府与山东农业大学签
署了合作协议，共建德州（乐陵）省
级农高区，共建乐陵市健康食品产
业技术研究院。长期专注红枣精深
加工的张仁堂，也因此被特聘为研
究院副院长及乐陵金丝小枣科技
小院首席专家。

张仁堂带领研究生团体进驻
乐陵，围绕乐陵红枣产业开展新技
术、新产品的研发转化、中试以及
标准研究。经过反复试验，黑化小
枣应运而生。“小枣黑化过程中，其
口感、原有成分及功能发生变化。”
陈尚静介绍，这一过程中，蔗糖基
本降低为零，而还原糖、有机酸大
量增加，多酚、多糖的含量也显著
增高，抗氧化能力显著增强，具有
保肝护脾、美容护肤、补气养血、增
强人体免疫力等主要作用，其适用
性更广，更加适合现代人群的营养
健康要求。

随着金丝小枣“黑化”技术的成
熟，一系列延伸产品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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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金丝小枣肉质清脆，甘甜
而略具酸味，果肉丰满，核小皮薄，
吃着好吃，营养也很丰富。乐陵金丝
小枣被称为“活维生素丸”，每百克
鲜枣果肉含维生素C500毫克左右，
含量是蜜橘的十几倍，比苹果高几
十倍，还富含钙、铁、镁、硒等各种微
量元素。掰开半干的小枣，可清晰地
看到由果胶质和糖组成的缕缕金丝
粘连于果肉之间，拉长1—2寸不断，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金丝小枣因此
而得名。

另外，乐陵金丝小枣还有很高
的药用价值，果肉、果核、树皮都是
中医常用药，当地有句民谚说：“一
日吃仨枣，终年不见老”，常吃小枣
可以“补五脏，益气安神，养颜防
衰”。

据了解，乐陵金丝小枣的栽培
始于商周，兴于魏晋，盛于明清，距
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据《战国策》介绍，苏秦游说六
国时，曾向燕文候提出过发展金丝
小枣的建议，可惜未能引起重视。

据《唐枣碑铭》记载，唐元和八
年（813年），乐陵发生水灾，方圆百
里一片水天泽国，唯有一棵枣树幸
存下来。这棵老枣树虽在路边，但村
里人从不折损其一枝一叶，把这棵
老枣树尊为“寿树”，称其果为“寿
果”，传说食用一颗可延寿三载。成
熟后采摘下来珍藏，四方乡邻常求
索为药引子医治疾病。

明清两代，乐陵小枣得到不同
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
即位后，为使久经战乱的农业生产
得到恢复发展，曾颁诏天下：“枣、柿
丰年可卖缺，歉年可以为食。”倡导
当地群众大栽枣树。明万历十九年，
乐陵知县王登庸也主张“教民树艺，
劝民种枣”。

《山东通志》记载：清嘉庆年间，
乐陵知县张大成“立枣林书院，延名
师主讲”，对乐陵小枣的发展也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实
行“三光”政策，乐陵大批枣树被毁，
到1943年全县枣树不足30万株。新
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乐陵小枣得到了新的发展。到1950
年，全县枣树又发展到80万株，年产
干枣239万公斤。1960年，乐陵向苏
联、阿尔巴尼亚等国和国内十多个
省、区的65个县市供应枣苗达170万
株，乐陵小枣在国内外许多地区也
得到发展。

1989年，乐陵市委市政府决定
每年9月1日为“中国乐陵金丝小枣
节”，融经济贸易，文化艺术和参观
旅游于一体，为弘扬枣文化，发展小
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95年，
乐陵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实施红枣
工程，建设百万亩枣林，建成全国最
大的小枣商品生产基地”的红枣富
民战略。

就在实验室旁边的生产车间里，经
过清洗、黑化、发酵、酶解等工序，金丝
小枣被加工成为金丝黑枣白兰地，枣香
浓郁，层次丰富，余味悠长。除了金丝黑
枣白兰地，还有金丝黑枣、金丝黑枣酒、
金丝黑枣醋等多款产品，并先后获得第
十五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金奖（金丝黑
枣白兰地）、第十八届中国林产品交易
会金奖（金丝黑枣、金丝黑枣酒、金丝黑
枣醋），在增加金丝小枣的经济效益的
同时，为乐陵金丝小枣产业由资源优势
向经济优势转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发挥资源优势
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

金丝小枣又多又甜，推陈出新，小
枣产业发展也不甘落后，日新月异。乐
陵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优化
产业结构，推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
节协同发展，延伸产业链条，促进金丝
小枣增效增收，提升金丝小枣附加值。

在上个月刚结束的2024第十三届
中国（乐陵）红枣暨健康食品产业博览
会上，各式各样的高附加值枣产品亮
相，吸引了国内外专业采购商围观采
购。乐陵市德润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带着
枣叶茶、枣花蜜，红枣休闲食品、红枣养
生饮品等前来参展。

“我们重点研发高附加值的金丝小
枣深加工健康类产品。”该公司总经理
陈月起说，德润先后推出了红枣代餐、
枣蓉坚果、即食红枣莲子羹等高端深加
工产品。比如，他们与山东大学特聘专

家赵忠熙合作研制的乐陵金丝小枣全
枣浓缩汁，已成为该公司的拳头产品；
与中国农科院特产所首席科学家孙印
石合作的枣膳功能食品，及枣渣再利用
专项技术则正在研发中。

据悉，乐陵市目前拥有德润健康食
品、百枣纲目、汇源集团等19家枣制品
加工企业，拥有“齐润”“枣潮”“枣佳人”

“双陵春”“烈鹰”等多个著名商标，产品
主要涵盖夹心枣、枣茶、浓缩枣汁、金丝
枣酒、红枣酵素等多款覆盖不同层次的
深加工产品。

另外，近年来，乐陵市依托得天独
厚的枣林资源，拓宽思路，大力发展千
年枣林旅游、枣林体育赛事活动等关联
性产业，变枣产品小众消费市场为枣产
业大众消费市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效益。
乐陵市千年枣林素有“百里枣乡”

“天然氧吧”之美誉，被列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利用枣林“天然氧吧”优
势，打造医养结合休闲基地；通过科技
+文创数字技术的运用，打造沉浸式、
互动式的数字博物馆；挖掘自然禀赋、
历史沉积和文化底蕴，全方位展示金丝
小枣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价值，
2023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出
炉，“乐陵小枣”品牌跻身红枣类前三；
将老枣树与“福寿枣乡”旅游主题相融
合，同时，依托乐陵影视城，打造影视娱
乐、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红
色教育、产业发展等多种功能业态，实
现“影视+文旅＋研学＋产业”深度融
合的全生态发展模式。

﹃
甜
蜜
﹄产
业

点
枣
成﹃
金
﹄

乐
陵
金
丝
小
枣
年
产
干
果1.2

亿
斤
一
二
三
产
业
总
产
值35

.2

亿
元

乐
陵
金
丝
小
枣
已
有3000

多
年
历
史

葛
延
伸
阅
读

金秋时节，享有
“中国金丝小枣之
乡”美誉的德州乐陵
市再次迎来了金丝
小枣的丰收年。

乐陵金丝小枣
距今已有3000多年
的种植历史，作为金
丝小枣原产地，拥有
盛果期枣树400余万
株，年产干果1 . 2亿
斤，一二三产业总产
值35 . 2亿元，域内拥
有500年以上的枣树
1400余株，1000年以
上的枣树403株，素
有“百里枣乡”的美
誉。

小枣对乐陵市
而言不仅是农业产
品，更是一个历史文
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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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人人挑挑选选晾晾晒晒好好的的干干枣枣。。

农农户户正正在在打打枣枣，，今今年年又又是是个个丰丰收收年年。。 摄摄于于22002244年年99月月

金金丝丝黑黑枣枣产产品品。。
99月月中中旬旬，，枣枣农农正正在在采采摘摘金金丝丝小小枣枣，，丰丰收收的的喜喜悦悦溢溢于于言言表表。。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