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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端午佳节临近，
那熟悉的艾草香便随风飘
入我的鼻端，仿佛穿越了
时空，将我带回到那个纯
真无邪的童年。

记得小时候，每逢端
午，母亲便会早早地起床，
去 田 间 地 头 割 回 一 捧 艾
草，有时也会带我们一起
去。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
暖，艾草带着清晨的露水，
散发着清新的香气，就便
是大自然最纯净的馈赠。
母亲会将采回的艾草捆成
一小束，挂在门楣上，可以
驱 邪 避 祟 ，保 佑 家 人 平
安。而父亲，则是将大把
的艾草编成辫子的形状，
挂在通风日晒的地方。等
到了伏天的黄昏，便可用
这些艾辫熏蚊子。从艾辫
的尾部点燃，只有火星没
有火焰的那种。蚊子们被
熏的晕头转向，再也没有
力气咬我们了。而我们却
沉浸在这烟雾缭绕的艾香
中，就像父母的爱紧紧包
裹着我们。

有时候，端午那天我们会睡懒觉，母亲看我们上
学辛苦，就悄悄地一个人出去将艾草拿回，放在我们
的枕头边，有时候还会扎在我们姐妹的辫子上。弟弟
没有辫子，母亲就将艾草夹在他的耳朵上。我好奇地
问母亲：“为什么要挂艾草？”母亲总是笑着回答：“因
为艾草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远离疾病和灾难。”我似
懂非懂地点点头，心中对艾草充满了敬畏和好奇。

除了挂艾草，在端午节的那天，母亲还会给我们
戴五色线。端午节的五色线，又称五彩绳、五彩丝、五
色丝等。佩戴五色线也是为了辟邪，并兼有祈福纳吉
的美好寓意。五色线的颜色通常包括白、红、黑、黄、
青（蓝），这些颜色在阴阳五行学说上分别代表了金、
火、水、土、木。

在端午节的清晨，大人会在孩子的手腕、脚腕、脖
子上拴上五色线。大一点的孩子，是将五色线缠绕成
麦穗形状，倒着系在上衣的扣眼上。戴上五色线，寓
意着祈福纳吉，希望孩子健康长寿，避免疾病和灾难。

端午节必须吃粽子。母亲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
糯米、红枣、粽叶等材料，亲手包粽子。那时候，糯米
通常用的是自己家种的黄米。金黄金黄的米，再配上
红红的临县大枣，别提有多美味了。

我们家兄弟姐妹比较多，父亲又忙，母亲一个人
包那么多的粽子，实在忙不过来。于是，在包了一部
分粽子之后，就用了一个省劲的办法：将粽叶铺在笼
屉上，再将泡好的软糯黄米，直接倒在粽叶上，放上大
红枣开火蒸。等粽子的香味布满屋子，我们早已守在
母亲身边，等着粽子出锅。当那带着粽子香味的，嵌
有特大红枣的，香甜美味的软糯黄米盛在碗里时，我
总是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姐姐则会将这些红枣黄米
在碗里弄成圆圆的形状，看起来更增添了几分美味。
无论哪种做法的粽子，那金黄的颜色、软糯的口感和
香甜的味道都是一样的诱人，一直都让我们回味无
穷。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早已不再年轻，我们
姐弟也相继步入中年。但每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那
熟悉的艾草香和童年的回忆总会涌上心头。我仿佛
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和姐
弟们吃着母亲做的粽子、辫子上扎着艾草、手腕和衣
服扣眼上戴着五彩线……那些美好的回忆仿佛就在
昨天，让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吕梁的乡村振兴，离不开红枣产业
的振兴，这是涉及百万亩红枣种植产业
和数十万枣农生计的大问题。当前，吕
梁红枣产业步入发展瓶颈期，从枣农、
枣企到相关部门都在积极地寻求解决
之道。

如何破局化解困境？笔者综合市
场营销、决策定位等咨询智库的分析报
告以及多位投资人提供的发展建议，从
四个方面进行了粗浅梳理。

一、为“黄河母枣”正名

近几十年，晋陕峡谷沿黄枣区祖祖
辈辈敬称的“黄河母枣”，因为一些历史
原 因 ，阴 差 阳 错 ，使“ 木 枣 ”成 为 其 学
名。在枣区方言中，“木枣”虽然与“母
枣”发音相近，但其代表的意义远远没
有“母枣”切实、正统。

名头称谓，兹事体大。自古道：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木
枣”这一叫法不仅与历史、实际不符，与
传统称谓“黄河母枣”的大气磅礴有着
天壤之别。所以，应纠正这严重制约家
乡红枣产业文化宣传和品牌建设的学
名，沿用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能够充
分体现民族文化性、地域权威性的“黄
河母枣”这一传统称谓。这是目前亟需
解决的首要问题。

“黄河母枣”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的恢弘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公
共品牌，地理范围除山西之外，还包括
陕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等省的沿黄区
域。振兴“黄河母枣”公共品牌，吕梁作
为“黄河母枣核心产区”有义不容辞的
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因此，以吕梁为主导发起成立全国
性的“黄河母枣产业协会”，用全国行业
协会的形式，强化“黄河母枣”品牌影响
力，这既是为“黄河母枣”正名的一条重
要途径，也是巩固吕梁“黄河母枣”历史
地位、文化地位、产业地位的重要举措。

通过全面、深入挖掘吕梁历史文化
资源，做大做强吕梁“黄河母枣”特色文
化，使“黄河母枣”品牌成为推动我们吕
梁文化、经济事业发展的强有力抓手。

为“黄河母枣”正名的两条建议：
1、组织全国学术权威进行研讨论

证，实事求是，纠正称谓。
2、以吕梁为主导发起成立全国性

的“黄河母枣产业协会”。

二、加强“黄河母枣”品牌
文化建设

要打好经济牌，先要打好文化牌。
要用文化赋能经济，用文化助推吕梁红
枣的消费浪潮。“黄河母枣”这一恢弘概
念本身就是对吕梁红枣最强有力的品
牌背书。

目前，全国红枣市场品牌众多，品
质良莠不齐，与当下人们对于健康、品
质、品牌、品味的消费追求极不相称。
放眼全国，在整个红枣加工行业中，目
前也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头部品牌，回
应市场期待。

基于此，目前第二紧要的工作是加
强“黄河母枣”品牌文化建设。通过网
络利用技术手段，大力科普“黄河母枣”

无与伦比的营养保健功效，统一宣传口
径，创新产品研发，文化科技双向赋能，
在消费者心中树立“黄河母枣”确为“天
下第一枣”“红枣之母”的理念。

品牌建设需要文化加持，没有文化
的品牌就没有灵魂。品牌的灵魂，就是
那些“黄河母枣”传统加工技艺的匠心
传人。

数千年来,沿黄枣区劳动群众种枣
儿，研究枣儿，变着法儿吃枣儿，形成了
诸多地域特色鲜明、加工程式固定、历
史文献可考、传承谱系明确的传统加工
技艺。经过两年多资料搜集、实地考
察，笔者基本上把沿黄枣区数十年来，
乃至于数辈人一直为“黄河母枣”传统
加工技艺传承而默默付出的匠心传人
组织联络起来，进行了文字影像采集工
作。这些工匠技艺，有的来自于师承，
有的来自于家传，是“黄河母枣”公共品
牌的灵魂所在。在这些匠心传人中，有
为“黄河母枣”产业化发展做出重大贡
献的老领导、老同志，也有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企业家、返乡创业者和各类技
术能手。他们的师承脉络、历史故事以
及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让人肃然
起敬。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目前共挖掘整
理出“黄河母枣”传统加工技艺六项，形
成了全面、系统的文字影像记录，准备
报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这六项传统加工技艺分别是：
1、黄河母枣酒枣（醉枣）传统酿制

技艺
2、黄河母枣蜜饯传统制作技艺
3、黄河母枣红枣汁（浓浆、膏）传统

制作技艺
4、黄河母枣红枣酒传统酿制技艺
5、黄河母枣红枣醋传统酿制技艺
6、黄河母枣紫晶枣（乌枣）传统制

作技艺
对这些传统加工技艺进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可以显著提升“黄河母
枣”品牌的文化内涵、市场竞争力和市
场知名度，是持续加强“黄河母枣”品牌
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为这些老手艺
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他们提
供展示、传承、发展的平台，这既是从社
会层面对这些老手艺人的认可，让他们
有信心坚守下去，同时也是对沿黄枣区
数千年红枣文化血脉的保护和传承。

笔者在寻访手工匠人，搜集、整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同时，也梳理出
一家在同治年间就进行红枣加工，后来
经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一直延续到现
在的企业的发展脉络，在实物证据搜集
完毕后，就完全具备“中华老字号”的申
报条件。“中华老字号”的申报，对于强
化吕梁“黄河母枣”品牌文化建设来说，
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源，必须及时加以
保护和利用。

市场未动，知产先行。在商业文明
高度发达的今天，知识产权对于一个品
牌来说，其意义就跟车辆上路需要牌照
一样。不管是进行国内市场开拓还是
国际市场布局，全面进行知识产权战略
规划，在加强品牌自身建设的同时，也
能有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风险。因此，
以“黄河母枣产业协会”为主体，申请

“黄河母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进行
全面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也是进行

“黄河母枣”品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
抓手。

加强“黄河母枣”品牌文化建设的
四条建议:

1、对“黄河母枣”文化进行大力宣
传；

2、对黄河母枣传统加工技艺进行
非遗保护；

3、继续搜集实物证据，积极申报
“中华老字号”；

4、注册“黄河母枣”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并进行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三、用全网营销理念重塑
国内红枣市场格局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
营销而进行的。目前，市面上所能看到
的各类红枣产品，我市的红枣企业均能
生产，产能方面不存在问题。我市的黄
河母枣是全国质量最好的，加工设备、
技术、人才、产品质量样样都没有问题，
吕梁红枣的产业基础、文化底蕴更是无
出其右，那我们的黄河母枣为什么没有
走在全国行业前列？

归根结底还是营销出了问题。营
销有问题，就是品牌文化建设和市场布
局出了问题。吕梁黄河母枣消费者看
不到就不了解，不了解就不相信，不相
信就不会购买，消费的核心是信任。供
应链没有形成良性循环，还是营销出了
问题。营销这个工作，类似于大禹治
水，需要先找到出海口，然后疏浚河道
把水引到大海里去。营销就是要打开
突破口把供应链打通，把树上结的枣子
变成各类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出海口怎么找？突破口怎么打？
利用全网营销。

全网营销是电商时代一个至关重
要的商业思维，也是新零售的核心要
义。全网营销，就是全平台、全渠道、全
天候保证我们的品牌让目标客户在哪
儿都能看得到，找得到，在哪儿都能买
得到，想了解的时候还要能够查得到。
通过营销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使消费者
在比对中选择咱的品牌，形成“黄河母
枣”产业链的良性循环，营销就成功了。

所以，通过网络利用技术手段展开
全网营销，把吕梁黄河母枣雄厚的文化
家底和产业家底展现在全国人民乃至
于全世界人民面前，赢得消费者的信
任，那么市场版图也必将迎来天翻地覆
的改变。

四、加快国际市场布局，
依托国际市场反哺国内市场

站在全球布局的高度，放眼国外市
场。从国际市场看，国外由于没有红枣
原料，虽然有深入的研究，但难以出现
与红枣相关的开发企业和产品。所以，
要加快进行各项质量检测认证，全面进
行知识产权规划，获得国际市场入场
券，在国际市场布局中下一步先手棋，
先入为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抢占蓝海
市场。

总之，需要我们站在全球布局的
高 度 ，凝 聚 合 力 ，打 造 一 个 高 质 量 的
点，然后以此为突破打开国内、国际市
场，最终实现以点带面促进持续发展
的目标。要从“黄河母枣”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中汲取能量，从枣农到枣企
抱团发展，不遗余力地加强品牌文化
建设，用文化为“黄河母枣”品牌注入
灵魂，用文化为红枣产品赋能，用文化
为红枣产业赋能，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这是破解目前困境和保证长远发展的
根本之策。

打造打造““黄河母枣黄河母枣””公共品牌公共品牌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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