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柘山花生节：

花生小镇
有个“全国梦想”

5月初，记者来到的时候，柘山镇已经在为今年的花
生节做准备了。高速路上的广告牌上已经打起了第二届
花生节的宣传广告。

2011年9月22日，安丘市最西南角的柘山镇，出现了
许多商旅、媒体记者，还有农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
参加柘山镇的首届“中国鲁派花生文化节”。

柘山镇夏家秋峪村的老农民翟京楼也放下手上的
活，早早在华圣文化节的展销现场布置摊位。他带来的
产品，是在当地粗加工后的“秋峪”牌花生产品，有花生

油、原味、白、黑、贡品花生等产品。
“这是镇上第一次办这样的节日，从

来没有那么多外地的老板过来，是打品牌
的好机会。”10日，记者在翟京楼家中采访
时，他回忆说。

花生文化节对这个安静的小镇而言，是
比过年更热闹的节日。从9月22日开始，到9月
27日结束，翟京楼和当地的农民没有想到，
随后而来的吸引力竟然如此地立竿见影。

“花生节那天，很多外地
人参观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的
产品。没几天，就打电话过来
订货。”翟京楼说，他是真得没
想到。“绝对是个好事，这个节
日就是我们的。”原先他们本
地花生要到外地卖，“现在，别
的地方的人都到我们这里卖，
这里成了集散地了。”

花生镇上花生节

像翟京楼这样，以种植花生为主要收
入的农民，在3 . 5万人口的柘山镇上可以
占到90%甚至更高的比例。柘山镇花生种
植总面积10万亩，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花
生第一镇”。

夏家秋峪村支部书记夏治金说，在花
生文化节举办以前，知道柘山花生的人肯
定没有那么多，“柘山镇的丘陵多，土壤
是沙土，用的是潍坊饮水源头的水灌溉，

吃起来香、甜、脆。”
说起柘山花生的好，夏治金如数家

珍。更值得当地人骄傲的是，柘山镇有
谭、翟、岳、郭、夏家秋峪村的花生直供
中南海。

“从1973年就一直直供中南海。可
是，很多外地人是在花生节上才知道有这
么一档子事儿”，夏治金说。每年的花生
收获季节，柘山镇的谭家秋峪村就会有5

吨精选的花生直供到北京。
“这是多么牛气的事情。”说起本地

特产的出色，夏治金很是自豪。
不过，在过去甚至是现在，当地人对

自家资源的开发并不算充分。虽然柘山镇
的花生米在当地成名已久，但墙里花开还
没能香飘墙外。“直到花生文化节，才有这
么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花生直供中南海。这
是对我们的花生最大的一次宣传。”

特产走进中南海

一个小镇办起“中国的”花生文化节
会，投入的人力、财力资源自然不会太少。
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在节会盛行的当下，出
现的盲目模仿的产物。最终的结果，也许是
从表面的光彩变成一块啃不动的“鸡肋”。

那么大的投入，与最终的收益比起来，
值吗？

安丘市鲁派花生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业
亭说：“也许从当时来看，投入以后不能短

时间内获得收益，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看，
这绝对是一笔相当划算的投入。”

提起第一届花生文化节的举办，孙业
亭说，这原本是由政府和企业一起推动的
一个盛会，“如果只是企业自己办，产生的
影响力不够大，更谈不上一个镇上的节
会。”政府的参与，使这个创意，最终变成整
座小镇的节会，产生的影响力也深远了。

参与首届柘山镇花生文化节的柘山镇

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高贵峰说，第一届
花生文化节的兴办，确实投入不少，但是，
这一次却把整个小镇的名头打响了。

“很多外地的企业来了，他们以前从来
没来过。”

柘山镇上花生品质也在这场节会后，
被更多人接受，“这里的花生价格比周边的
高很多，莱阳、五莲、安徽、河南的农民、商
人都跑到小镇上，在这里销售购买花生。”

那么大投入值吗

中国花生第一镇。

一一名名农农民民在在花花生生地地里里收收花花生生。。 ((资资料料片片))

柘山镇花生收获。((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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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安丘柘山镇的时候，“中国
鲁派花生文化节”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去
年9月，这个小镇迎来盼了许久的本地特产
节庆，首届花生节。而现在，第二届花生
节正在准备之中。

在造节运动日盛的时期，这座小镇的
花生节，却有其自身的独具一格。一直默
默无闻的柘山花生，因为一次节会一时名
声大噪。

本报记者 赵松刚

万亩花生标准化种植基地.。

节会不能只有壳
花生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长寿果。柘山镇的人文
情况，和这个别名相得益彰。

“柘山镇只有3 . 5万人，
可是90岁以上的老人，一共
有 1 0 0多名。百岁以上的老
人，有2人。整个安丘市，也只
有12名。”高贵峰说，柘山镇
算得上一个长寿镇。

另外在柘山镇有一个非
常独特的博物馆，博物馆里
陈列的不是文物、也不是某
一个战役，这里的主题只有
一个：花生。从花生的发芽到
收获，从花生的起源到发展，
这里把花生摆成了一部百科
全书，供人们观赏。

这些东西，是在任何其
他一个地方难以看到的。这
些花生的痕迹，只在柘山镇
才能看到。

柘山镇的花生文化更不
能够被复制的是，源自其本
地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深刻
柘山烙印的花生，“柘山镇的
土壤是沙土，水是潍坊的饮
用水源头，所以才能长出这
么好的花生。”

上面提到的这些，是柘
山镇在举办第一届花生文化

节的“底气”。
“我们从网上找资料，试

图找到某一个地方办过类似
的节日，作为一种借鉴，可是
最终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办
过花生的节会。”高贵峰说，
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辛
苦不少，“可是我们却找到了
第一的头衔。”

特色的东西，才不能够
被复制。

“如果没有这么好的特
色基础，我们即使能够成功
举办第一次花生节，很有可
能就会被其他的地方超越。
我 们 办 的 节 ， 地 域 性 很
强。”孙业亭这样讲，花生
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的东西被
传承，把“花生”这种产品
注入一些特色文化的东西，
才能算得上一个成功的节
会。

据介绍，柘山镇第二届
花生文化节将不再单纯以小
镇的名义举办，而是以安丘
市的名义举办，这足以说明
第一次的成功。而新一届花
生文化节是否有新的突破和
看点，是否能够走得更远，走
得长久，还要再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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