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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州牌”沁州黄小米成为山西省首个获得保护
的生态原产地产品，这是我县乃至全市全省都为之振
奋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山西省生态原产地保护工作
实现“零”的突破。

历史的馈赠
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沁州黄小米产自沁县，源于炎帝，成名康熙，从

明朝嘉靖年间到清朝各代一直是宫廷贡品，当时留下
了“太行观燕舞，汾水听嘤声，粮买沁州黄，酒沽杏花
村”的千古绝唱。解放后仍是中央首长和军队将领的
特供食品，多次进入国家餐宴，荣获多项国际、国内大
奖。早在 1919 年，沁州黄和汾酒就双双获得了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金奖。经过多年积累，沁州黄小米逐渐成
为沁县的文化名片和产业名片，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
实力代表。

近年来，沁县采取“六条路径”发展战略，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和市委、
市政府“打造全国一流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集聚
区”的战略决策，以农民收入翻番为核心，按照有机化、
规模化、园区化、集约化发展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了
一系列优势产业的规模扩大、品牌提升等工作，使得沁
州黄当家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大产业。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全县已有 36000 多户农民种植沁州黄谷子。

品牌发展三十年
商标注册处境尴尬
都知沁州黄小米好，但消费市场中的“沁州黄”

乱象却一度难以消弭。究其原因，，导致“沁州黄小
米”乱象的原因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法律保护缺
位的尴尬。1986 年，中国作物协会谷子专业委员会成
立大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的 82 名谷
子专家对国内选送的 46 个谷子品种（品系）进行了评
定，由“爬坡糙”提纯复壮出来的“沁州黄”被列为全
国一级米，荣获“全国最佳小米”称号。也正因为沁州
黄小米的市场销路良好，“沁州黄小米”接二连三地遭
遇到了被侵权的尴尬。一来二去的维权之路，最终认
定‘沁州黄’为小米品种的通用名称。

沁县当地的沁州黄小米品牌众多，质量参差不
齐，其中“沁州牌”沁州黄小米市场占有率最高，其颗
粒小，成金黄色，味道香甜，具有清热解毒，健脾除
湿，护胃安眠，滋阴养血和益肾等功效，但好小米也有

“烦恼”，品牌知名度不高，价格上不去，企业做大做强
遇到了“瓶颈”。但近日“沁州牌”沁州黄小米获批生态
原产地保护产品，为企业的发展撇清了后顾之忧。

生态原产地保护
引导产业发展生态化
生态原产地产品是指生产的全过程符合绿色环

保、低碳节能、资源节约要求并具有原产地特征和特
性的良好生态型产品。

据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任传永介绍，
产品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后，将提升产品档次和
国际声誉，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还将有利于引导产业向生态化发展，对自然环境、
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具有引领示范作用。而且，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还有利于培育消费热点。

2015 年 10 月，申“保”开始；2015 年 12 月顺利通
过了质检总局生态原产地保护专家组的评审。

一个 PEOP 标识，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产品有了
更为强壮的“护甲”，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便于维权；
与此同时，作为山西第一个获得保护的生态原产地
产品，提升了品牌含金量。山西沁州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石耀武高兴地说：“获得认证后，同样的
产品进入市场销售环节，售价至少会提高 30%，有助
于企业提升品牌形象、获得产品溢价、享受通关便利
等等。”

沁州黄小米的生态原产地保护已经成功获批，
但对沁县来说，生态原产地保护才仅仅是个开始，在
沁县这方山美水好的热土上，生态保护显得尤为重
要，也大有文章可做。打好“生态牌”，念好“服务经”，
沁县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路任重而道远。

在山西高原之东南，中国第二台地上。太行山太岳山
如同耸立在四周的高墙，又像一条条巨大臂膀，把这块土
地紧紧地拥在怀里。

这里山的构造起伏连绵，高差从 2000 米到 900 多
米，错落成丘陵、盆地相间的地貌。在女娲（wa）到大禹生
活的年代，漳河水在这些丘陵间肆意穿行，怀山襄陵，一
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头从湖泊中显露出来。

大水退去后，漳河两岸成了肥沃的农田，人们从山地
上迁居到水草丰茂的河川地带，并修筑了大量的聚落，现
在我们知道名字的有皋狼城、阏（è）与城、阳城、铜革是
（dī）城、沁州城……

这些古老文明随着漳河水滚滚东去，在历史的感怀
和嗟叹声中，我们的生活迈入了新的时代。

一
在太行山和太岳山交臂相拥的厚实的山体下，一条

大河孕育而成，她穿涧跳峡，一泻千里，这就是上党人民
的母亲河———浊漳河。

浊漳河如同一头永不停蹄的耕牛，将上党大地犁成
纵横交错的水网，她一路接纳了成百上千个山泉，浩浩荡
荡，奔腾不息。

站在这条大河的源头，人们思绪万千。
浊漳河，承载了无数华夏先民的期冀和梦想，成就一

代代豪杰雄主的伟绩和丰功。九黎族华夏族先民得到这
条大河的滋养，建立起位于高台之上的国度；商人和周人
的祖先顺着这条大河，完成了族群壮大的迁徙之旅，先后
定鼎中原。

公元前六世纪初，晋国中兴的脚步跨越漳河，羊舌氏
家受封铜革是，成为这一带实际统治者，修筑了规模和影响
都十分巨大的铜革是 宫。三卿分晋后，在这里设置了铜革是
县，宋金时期设置威胜军和沁州,2500 多年来，一直是上
党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沁县不但承载着上党人文之厚重，“冀南文薮”之盛

赞，“文化雄帮”之美誉，更有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史韵
典藏。近 30 处文物保护单位、300 余处文物景点，人文胜
迹星罗棋布。普照寺、大云院、洪教院、御书楼……在出世
与入世间，分享着秀色灵韵，拥揽着文运绵长。

耕成贡米，读就相国。沁县人秉承数千年的耕读遗
风，在历史的长藤上结出丰硕的果实，凝练成笃诚持重、
朴实无华、坚韧勇敢的性格特征。羊舌赤的“默”，李熹的

“厚”，霍守典的“直”，吴王典的“和平”，王省山的“安贫”，
韩万金的“无私”，无数先贤精神的光辉，照亮了历史的星
空，绵延成沁县地域文化活的灵魂。

而在文韵昌明之外，沁县，亦用不屈的血火铸就赤胆
忠肝。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斗争中，沁县人同样
以坚定的付出和执着信念，十万人毁家纾难，在家门口创
立起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留下了
永不漫漶的红色传奇。

尽管岁月无情流逝，文明的脚步不断迁移，漳河却始
终如一地呵护着这一片润泽的土地，一次次让他在漫长
的岁月里生机勃发，创造无穷。

二
饱经沧桑的漳河给今天的人们依然留下丰厚的馈

赠，千泉喷涌，百湖竞秀。山清水秀，生机盎然。
太行太岳两山的断裂带蕴藏的丰富地下水，沁县这

个小盆地四周，成百上千处上升泉沿着地缝冒出地面，而
且水质纯净，富含多种矿物质，多为天然优质矿泉。据了
解，这种特殊的水源补给方式和优良的水质，是海河流域
仅存的优质水源地之一，也是山西省碎屑岩地区稀有的
富水地带。

对于大自然的垂青和恩赐，沁县人选择了谦虚恭敬
的态度，谨慎地珍藏和利用这一资源。

沁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响亮地提出了
“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和打造“北方水城、美丽沁州”的
宏伟目标，在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大力

度推进森林城市建设和水利风景区建设，漳河源头自然
保护区、玉华山森林公园、山西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等生
态保护工程陆续上马。

山西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有关部门规划设立
的第一个湿地保护项目，规划范围东至南湖东岸，南至千
女湖南岸，西至千女湖西岸，北至漳源村，保护区域面积
1054.03 公顷，几乎包括沁县县城北部半壁河山，这里有永
久性河流、季节性或间歇性河流、洪泛平原、淡水湖、草本
沼泽和库塘等湿地类型，湿地总面积 407.24 公顷。

天赐一水，地嵌九湖。漳河源头、漳源湖、景村湖、北
海、迎春湖、西湖、南湖、铜革是 湖和千女湖，如同一串晶莹
剔透的葡萄，百草丰茂，万鸟声喧。

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
富，统计数字表明，共有野生动物 63 科 204 种，其中国家
Ⅰ级保护动物 4 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 19 种，野生动物
中以珍稀鸟类资源最为丰富，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
鹳、金雕、大鸨，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琵鹭、大天鹅、苍鹰
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大鸟苍鹭，老百姓叫它
捞鱼鹳，长期在水边的高树上筑巢，是摄影爱好者追逐的

黒对象。另外，还有白鹭、 鹳、鸳鸯等无数叫不上名字的
鸟，对他们来说，这里才是真正的天堂乐园。

湿地内的植物也很丰富，据统计共有 71 科 155 属
258 种，常见的有芦苇、慈姑、水葱、泽泻、莲花等，湖边河
道边则是常见的北方树种松、柏、杨、柳、槐，间杂一些引
进树种、花卉，葱茏中不乏姹紫嫣红、缤纷斗艳。

这里是沁县湿地观测的一个站点，放眼望去，北海水
域一碧万顷，野鹜低飞，渔歌互答，钓者怡然，游人自乐。

湿地公园的管理重在保护和合理利用，沁县林业部
门从功能上将这些湿地作了进一步划分，包括湿地保育
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
科学实施湿地水系保护和水质保护工程，开展湿地文化
保护和宣传，建立生态驳岸，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每一个管理者对于脚下这片水土都怀着十分崇敬的
心情，每一个行动都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举手投足间透射
出的是一份神圣和虔诚。

千泉湖湿地展示了沁县生态资源的特色，也代表了
沁县人亲水爱水，热爱大自然的别致的情怀。有担当的北
方水城人，正在沿着国家生态建设“十三五”目标不懈努
力，一个集湿地生态、休闲观光、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成，将给我们的生
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三
全国著名期刊《旅游概览》在介绍沁县的文章中这样

写道：有的山水诗，让人不看景心就醉了；有的地域称谓，
让人一听名心就动了。山西省沁县，正是一个这样的地
方———寻着县乡村的名字走，就会爱上这个把三点水放
在心畔的诗意王国。

千泉之县，北方水城，对沁县来说的确不算过誉。在
煤海山西省东南部，独立保有这么一块天然水乡，实在难
能可贵。而全水域均为无过境、无污染之源头活水。全境
大小支流 126 处、湖泊湿地 62 处、泉水 270 多处，使沁县
的“半城之域”都在碧波涟漪之间，轻轻摇曳、悠悠荡漾。

因水而生的沁县，不仅兼养水德，亦赋水以生命，以
时代的笔管、发展的汁墨，勾画泼洒着“水文化”、“水经
济”、“水产业”的瑰丽图景。

作为北方地区率先举办龙舟赛事的城市，一年一度
的端午民俗文化节给人以置身江南的独有体验，加之，水
上游乐、碧溪垂钓、凭湖对弈等亲水活动，同样以情寄山
水的意趣，诠释着沁州水域的悠然诗章。

沁园春这一著名的词牌，和沁县的皇后泉发生叠加
效应，现代化的矿泉水产业基地在这里拔地而起。

洁净的水、空气和没有污染的土壤，是未来世界最为
稀缺的资源。沁县没有工业污染，致力于发展有机农业，
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2013 年成为全国有机农业示
范县，2014 年跻身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

坚持将奉献最放心、最安全、最健康食品作为沁县工
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坚持将建设山水一体生态型休闲
度假旅游城市作为发展目标，立足生态，六位一体，将人
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

在这样的旗帜下，国米“沁州黄”成为山西省最大的
农业产业化龙头产业；原生态种植、无化工肥料、无催化
的果蔬生产，直销配送带身份证的完全可追溯的经营方
式，催生现代果蔬产业品牌“沁州绿”；而资源集约、环境
友好、生态为先的新型农庄、观光采摘园区，更将旅游文
化、生态产业实现捆绑式发展，
生态经济方兴未艾。

浊漳河日夜流淌着，叮叮
咚咚，如环佩，如金鼓，在四季
的交变中，绽放着由衷的美丽。
自然，淳朴，宁静，悠远，飘荡着
人类幸福生活的芳香，生长着
与日俱增的和谐之梦。

沁州黄装上市场化“加速器”

2015 年 9 月，沁县获批省级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2016 年 3 月，“沁州牌”沁
州黄小米获批山西省首个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传统名米要步入现代农业之路，必须走创新发展之路。山西沁州黄小米（集
团）有限公司实施的千亩谷子高产示范工程，就是科技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相结
合的成果。2015 年该示范区亩均增产 50 公斤，增收 350 元，为当地农民增收产业
增效闯出一条新路。

沁州黄谷子高产示范，是长治市农委规划实施的一项科技工程，工程规划立足
高起点，引进新型农业技术，依托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和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有
限公司具体实施。根据项目规划，该公司选择了册村镇西北村、定昌镇段庄村和东
岭头村三个规模种植区域，和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合同（订单），发展谷子高产
创建示范片 1100 亩，联接种植户 300 户，形成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合作模式。

为了保证品质，保证高产，公司建立起一套以农科专家、农技员、示范户组成
的科技服务组，确定了基地管理员、乡镇管理员、村级管理员三级管理包村责任
制，三个片区分别从地块茬情、土质肥分、种子品种严格测查管理，大面积采用渗
水地膜覆盖及机械穴播新技术，每亩 7000 穴，留苗 2.5-3 万株，达到精播、节水、
省工和保苗的效果。公司补贴谷种 500 公斤，沁州黄专用肥 60.5 吨，技术人员从整

地、播种、出苗以及生长全过程跟踪指导，适时组织技术培训服务，整个示范区谷
子长势良好。2015 年 10 月 8 日，谷子采收前，公司组织 5 人测产小组，并邀请示范
户、种植大户参加，对三个示范片区进行全面测产，每片抽查 2 个地块，每地块采
3 个点，每点取 1 平方米谷穗。经测算，项目区平均亩产达到 300 公斤，比非示范区
亩增产 50 公斤，绝对产量高达到 470 公斤。

示范工程实施过程中，公司特别注重新技术应用与科技型农民培养，先后聘
请山西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郭二虎、王节之、王军几位研究员，以及县农委种植、
植保、土肥、农机等技术人员，实地传授技术，手把手交给农户多项增产本领。西北
村红土岭合作社社员霍高兰很快掌握了谷子地膜覆盖宽垄穴播技术，成为当地谷
子种植土专家，当年她家十亩沁州黄总产 7000 多斤，纯收入 26000 多元。通过试验
示范，该公司进一步完善了谷子高产示范区创建实施方案、沁州黄栽培技术操作规
程、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资料，稳定推广统一规划地块、统
一种植品种、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种植规程、统一订单收购等“五统一”基地管理模
式，产业富民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传统名米向现代农业迈出新的步伐。

沁州黄谷子高产示范获得成功

新型耕作技术成果支撑 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实施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为指导，依托
瓮城山丰富的原始森林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的古村
落资源、原汁原味的绿色食品资源，通过开展踏青闻香、谈古论
今、民俗体验等活动，深挖瓮城山历史文化，推介杨安生态旅游
资源，探索杨安乡村旅游新路，筑牢建设“扶贫攻坚样板区，产业
发展特色区，生态文明示范区，休闲度假核心区”基础。

活动主题：登瓮城山·看古居·品文化·富农民
活动时间：2016 年 4 月 10 日—4 月 25 日
活动内容：

（一）“拥抱森林，踏青闻香”有氧登山健步走比赛
时间：2016 年 4 月 10 日
地点：瓮城山脚下泉则坪村
内容：1、上午 9 点在瓮城山脚下泉则坪村举办首届沁县杨

安乡瓮城山生态文化旅游节开幕式；2、开幕式后，开始登山健步
走比赛；3、登顶后观古居、赏花海、摄美景，听古书、耕田地、识农
具、推石磨、尝美味。

路线：由泉则坪村开始登山，全程约 7 公里左右。
提醒：山路尚未硬化，凹凸不平，需自备运动鞋、手杖等登山

设备；山高路远，自备饮用水、应急医药等；森林密布，严禁携带
火源，注意森林防火；本次活动属自愿参加，安全责任自负。

（二）“行走花海里，影留瓮城山”书画摄影展 烂漫山花
时间：2016 年 4 月 10 日
地点：瓮城索马凹
内容：邀请省市县摄影家协会、书画家协会、文联等群团组

织，组团观瓮城山花海，记录美好瞬间，抒写豪迈情怀。
（三）“挖掘历史文化，畅谈开发前景”瓮城山旅游开发论坛

时间：2016 年 4 月 10 日下午
地点：杨安乡人民政府
内容：邀请长治、沁县、屯留等地专家学者梳理瓮城山历史

文化，寻找瓮城山传说古迹，共商旅游开发方向。
本次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18835581898

瓮城山生态文化旅游节

本报记者 王慧杰

□ 小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