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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为推广

“临县红枣”这一特色品牌，提升碛口景区知

名度和影响力，做优做强临县红枣产业，打造

农民脱贫增收的强大产业支撑，加快脱贫攻

坚进程，定于 2019年 9月 28日到 30日在碛口

古镇隆重举办中国·碛口第四届“枣儿红了”

红枣旅游文化节。

黄 河·古 镇·红 枣 ，这 是 本 次 活 动 的 主

题。指导思想是，坚持“以节促旅，以旅带商，

以商富民”的指导思想，按照“红枣牵线、政府

搭台、企业唱戏”的原则，通过举办“枣儿红

了”红枣旅游文化节，挖掘临县红枣产业文化

内涵，展示临县红枣产业发展成果，讲好临县

故事，传播临县声音，加强开放包容自强自信

临县建设。

据了解，整个活动独具特色，精彩纷呈。

特别是精心组织布置了 14 大新的活动内容。

一是碛口古镇街道 LED形象展示。在黄河公

路主干道 2320（老醋坊）、2040处搭建门楼，并

在 2320至 2120处（碛口镇景观石）搭建约 200
米 的 LED 长 廊 ，在 主 会 场 搭 建 六 个 气 柱 。

LED 展示内容以迎国庆、临县红枣、古镇风

貌、黄河风光、民俗文化、非遗展示、红枣论坛

等为主；二是“碛口印象”古镇夜景形象展

示。通过黑龙庙灯光秀、“点亮黄河”夜景灯

光展（沿黄公路 2120米处至黄河宾馆河沿下，

放置景观灯），碛口广场及主会场周边的民

居、商铺全部悬挂红灯笼，来点亮碛口古镇，

让夜晚的古镇更加绚烂夺目，为红枣旅游文

化节全天候营造、渲染节日氛围；三是临县红

枣科普和红枣等特色农副产品展销。开展红

枣科普。展销红枣、小杂粮等临县特色农副

产品，参加展销的主体以本地农特企业与电

商企业为主。参展人员统一着装；四是红枣

饮食文化展示。以阳府井“红枣宴”为亮点，

突出展示枣糕、枣粽、枣软米、枣馍、枣塑等红

枣加工食品；五是特色小吃一条街。现场展

示豆腐宴、碗秃、油锄片饼子、黄煎、八堡炖羊

肉等临县特色小吃的制作工艺，让来宾与游

客感受枣乡传统美食文化；六是开展水上娱

乐项目。通过乘坐气垫船二碛冲浪，让来宾

和游客感受黄河二碛的气势磅礴和艰险刺

激；七是碛口旅游推荐会。邀请省内外知名

旅游企业及旅行社参加碛口景区推荐会，推

荐会由碛口景区展示、主持人推荐和经典旅

游线路实地游览考察三部分组成；八是举行

“生态观光游·采摘大红枣”活动。来宾可在

红枣采摘园自由采摘，红枣试验站观光，享受

枣园自然风光，感受自己动手采摘的趣味性；

九是举行文艺活动。28日晚进行临县道情现

代戏《吕梁护工》专场演出；29 日上午进行开

幕式专场文艺演出（穿插临县红枣产业局、克

虎红枣业有限公司授牌仪式以及最佳企业创

新奖颁奖仪式）；29日下午——晚上分别举办

两场文艺演出；30 日上午举办“阳府井杯”全

国歌手大奖赛现场复赛；十是开展“集六顺、

送顺顺（褡裢）”活动。将此活动与红枣食品、

特色小吃等饮食文化展示、文艺演出相结合，

用送祝福的方式，吸引、留住广大游客、群众。

具体方案如下：每日发放 200-500 个顺顺，进

入古镇的游客或群众，通过在六个指定摊位

（悬挂集顺标识）购买任意食品、小吃，集齐摊

商赠送的幸福、事业、爱情、平安、财富、健康等

六张卡片后，在下次文艺演出前一小时，到主

会场舞台西侧领取顺顺（褡裢），顺顺中装有红

枣、红印印饼子等礼品。其中有 10个顺顺中放

置幸运大奖卡片，获奖的游客或群众将获得一

次意外惊喜。此活动需在红枣节前夕进行大

量的宣传；十月一日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烟标

图案展。展出 70年代至今，3000多个品种，由

全国各地生产的香烟烟标图案，图案涉及美

术、民俗、旅游等各个方面。通过烟标图案的

展览，可以让人们了解五十年来群众审美和生

活的巨变；十二是招商洽谈签约仪式。邀请外

地枣商、投资商实地考察、洽谈，签订合作意向

和订货合同；十三是红枣网上秒杀活动。与多

家主流电商合作，利用网络营销手段，对临县

红枣进行全国网上“秒杀”活动。十四是网络

直播、大 V、旅游达人体验团行走碛口古镇、感

受红枣品格。设计策划两天游古镇的行程体

验，邀请全国知名淘宝等网络直播、大 V 及旅

游达人，撰写碛口古镇游览攻略、美食攻略、

窑洞入住攻略、制作短视频 VLOG、拍摄精美

图片，通过专业化的图文视频，年轻时尚的语

态跟创作视角，高流量的传播引领，让全国网

民、游客改变对碛口的传统印象，提高碛口红

枣的知名度。

为加强“枣儿红了”红枣旅游文化节的组

织协调，临县成立了以书记、县长为组长的领

导组，下设综合协调组、现场活动组、安全保

卫组、宣传报道组、后勤保障组等五个小组，

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众所周知，临县是资源富区。红枣种植

面积 82万亩，被誉为“中国红枣之乡”“中国红

枣产业龙头县”。临县红枣历史悠久。枣树

是临县的县树，县志记载 2000 多年以前就有

红枣树的栽植，现已发现保存完好的枣树“活

化石”，目前还存活着 1400多年的古老枣树。

临县红枣品质上乘。地处北纬 37 度，土

壤多为沙土和沙壤土，这里干旱少雨、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积温高、昼夜温差大。生长的

红枣纯绿色、无污染，皮薄、肉厚、核小、营养

价值高。临县红枣经国家农业部果品及苗木

质量监测检验中心鉴定，含有 15种氨基酸、10
种维生素和 14 种微量元素，鲜枣的维 C 含量

是苹果的 60 倍、柑橘的 10 倍，特别是含有抗

癌保健作用的环磷酸腺苷，被誉为“果中之

王、滋补佳品”。临县红枣规模宏大，红枣种

植遍布全县 23 个乡镇 454 个行政村，正常年

景产量 3.6亿斤，惠及 37万枣农。全县有红枣

加工、销售企业 74 户，红枣专业合作社 115
个，红枣经纪人 3000多名，有 2个红枣集散交

易市场，红枣加工转化能力达 70%。临县红

枣品牌知名。2013年“临县红枣”通过了国家

农业部、国家质监总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

证。有全国驰名商标“天渊”、山西著名商标

“晋奥华”等品牌。2017年发布了“临县红枣”

公共品牌，以红枣为原材料的“红枣宴”荣获

山西省第七届特色宴席比赛金奖，“临县红

枣、枣吃枣知道”“临县大红枣、天然人参果”

等广告语更是让临县红枣享誉全国。

近年来，临县县委、县政府以振兴红枣产

业为目标，以“一转二增四强化”为引领，强基

础、补短板、破难题，着力破解红枣产业瓶颈

制约，坚决打赢“红枣振兴攻坚战”。

“一转”：就是围绕红枣产业转型升级这

一主线，制定出台了《临县“十三五”红枣产业

发展规划》，县级层面成立红枣产业发展领导

组，组建了正科级建制的红枣产业局，强化组

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加强标准化基地建

设，提升临县红枣品牌影响力，推进临县红枣

由增产向提质转变。

“二增”：就是围绕产业增效、枣农增收这

一目标，按照“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管理、产业

化发展”工作思路，典型引领、示范带动，打好

管理、预防、经营“组合拳”。一是实施红枣提

质增效工程。2016至 2019年，在八堡、克虎等

沿黄红枣主产区乡镇，实施了以涂白、施肥、

修剪和病虫害防治等综合管护为主的红枣林

提质增效 55 万亩，推广嫁接适宜本地生长的

“临黄一号”等品种改良 5 万亩。二是开展病

虫害综合防治。制定了标准化生产管护流

程，建立了县、乡、村、组四级虫情监测预报网

络，采取无人机喷洒、专业队喷防等综合防治

措施，覆盖红枣林 55 万亩。三是探索规模化

经营模式。采取示范带动、集中连片、整村推

进的方法，高标准建园、集约化管理、规模化

生产，探索出了阳府井集团“公司+基地+农

户”、三交镇罗家山村“合作社+基地+农户”、

三交镇孙家沟村“党支部+农户”等多种规模

化经营模式。

“四强化”：就是强化政策保障、科技引

领、人才支撑、市场培育，为推动红枣产业转

型升级奠定基础。一是强化政策保障。制定

了《临县促进红枣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

《临县脱贫攻坚农业产业扶贫补助政策》《临

县红枣保险试点实施意见》《临县创建“五位

一体”模式全力做好红枣收购工作实施方案》

等 15项政策措施，累计投入资金 2亿多元，对

红枣提质增效、枣林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

品牌创建推广等方面给予扶持奖励，汇聚了

产业发展的动力。二是强化科技引领。在中

国科协的支持推动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文华牵头、河北农大教授兼中国枣研究中心

主任刘孟军具体负责，中国林学会、中国枣研

究中心、山西省农科院参与，在临县成立了山

西省首个“红枣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国家

枣种植资源圃、山西省果树研究所等平台，重

点开展红枣新品种培育、新技术推广、新产品

研发等，引进种植新品种 76个。同时，河北农

大、山西农大、山西农科院专家与枣源地、万里

红等红枣加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研发了红枣

白酒、红枣醋、红枣休闲食品等系列产品，年生

产能力达到 3万吨左右。通过产学研联结，开

发高附加值红枣产品，延伸了红枣产业链条，

实现红枣产品的升级换代，畅通了产业发展的

渠道。三是强化人才支撑。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先后选派 30多名红枣企业管理

及技术人员到中国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

院校学习培训；邀请河北农大刘孟军教授、山

西省农科院李登科研究员实地培训达 3000多

人次；成立红枣管理专业技术服务队，逐乡逐

村开展病虫害防治、综合管理等实用技术培

训，累计培训 126场 28000多人次，有效地提高

了管护水平，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力量。四是强

化市场培育。结合创建商务部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建成了县有中心、乡有服务站、

村有服务点的覆盖全县的电商网点 330余个和

3个电商创业园区，注册成立了 40余家电商企

业，从业人员达 1万余人。

2018年全县 2.8亿元电商销售额中，以红

枣为主的农副产品占比 80%。阿里研究院发

布的“2017——2018 年全国贫困县农产品电

商销售 50强”中，临县排名第八。2019年，临

县再次被商务部评为“2019 年国家电子商务

进农村示范县”。

从 2016年起，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碛口

“枣儿红了”红枣旅游文化节，通过会展、网络、

直播平台等多种方式宣传推介临县红枣。在

北京、河北、黑龙江、新疆等地设立临县红枣营

销网点 370余个，着力健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的营销网络，拓展了产业发展的空间。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各有关部门的支

持帮助下，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大做强临县红

枣这篇大文章，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红枣生

产、加工、销售基地，把红枣做成农民脱贫致

富的支柱产业，让临县红枣在新时代讲述新

的故事、迎来新的希望、创造新的辉煌！”9月

18 日，在临县召开的全国枣产业发展高端论

坛会上，县长李双会表示。

品鉴优质红枣的独特风味，感受碛口古

镇的晋商文明，领略晋陕峡谷的黄河风情！

临县是投资的热土，物产丰富、环境优美、交

通便捷，我们将打造安全、公平、高效、互惠互

利的营商环境。热情好客的临县人民盛情邀

请海内外各界人士到临县来，观光旅游、考察

指导、洽谈合作、共谋发展，参加我们在碛口

古镇隆重举办的这次中国·碛口第四届“枣儿

红了”红枣旅游文化节活动。

（文/图 刘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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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关注临县回访红枣发展

临县红枣文化旅游节上了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