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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揭开了 2024 年第一批农耕

农品记忆索引名录的神秘面纱，

我省共有 15 个农产品荣登《农

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其中我

市有 6 个农产品赫然在列，分别

为“唐山河鲀”“滦州花生”“文清

蟹田大米”“西下营板栗”“娘娘

贡香白杏”“黑沿子蟹田米”。

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

的征集，是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开展的探索性工作，旨在

通过挖掘具有独特生产、加工、

贮藏、保鲜、消费、技艺与品质

特性、风格特色的农产品及相

关产品，充分展示独具农耕文

化的乡村风貌、乡土特产和农

耕资源，满足公众对农耕农品

传承与感悟体验的需要，推进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我省各级

农业农村管理部门积极挖掘本

地区特色产品，强化品牌培育，

努力打造一批承载乡愁、传承

农耕文化的“土特产”的“金字

招牌”，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自古达人轻富贵，倒缘乡

味忆回乡。”《农耕农品记忆索

引名录》中的农产品，皆具农耕

文化记忆（印记）传承之特质，

源自种植养殖的生产与消费之

漫漫流程，尽显农业的多种功

能与乡村的多元价值，能满足

人们对乡愁的绵绵感知、深深

感悟与悠悠感念。它们具有独

特的生产、加工、贮藏、保鲜、消

费、技艺以及品质特性与风格

特色。名录中的每一种农产

品，皆是农耕文明的生动见证，

源于久远的种植养殖传统，不

仅彰显出农业的多样功能，还

深切地体现了乡村的多元价

值。这些农产品，绝非仅仅是

用以果腹的寻常食物，给人们

带来的亦不只是味蕾上的愉悦

享受，更是承载着深沉厚重的

农耕印记，连接着往昔与当下，

让每一次品尝都饱含着时间的

韵味和情感的温度。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国人

对河豚鱼的喜爱，在苏东坡脍炙人口的诗句中尽

显无遗。

河豚鱼，亦称河豚或河鲀，令人称道的唐山

河鲀，专指出产于唐山地区的人工养殖红鳍东方

鲀（河豚）。在人们的印象中，河豚似是江南特

产。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河豚与唐山早有不解之

缘：唐山海岸蜿蜒曲折，滩涂辽阔，岩礁星罗棋布，

岛屿众多，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特定的海洋环境使

该海域极为适宜养殖河豚。目前全世界发现的

100 多种河豚中，我国农业农村部和食药监总局

发文允许食用的仅有红鳍东方鲀和暗纹东方鲀

两种。其中，红鳍东方鲀被誉为“河豚之王”，唐山

正是其主产区。它的黑色胸斑前后散布着大小

不一的黑色圆斑和条纹，呈虎纹状，花纹显著清

晰，色泽鲜明，在日本和韩国又被称作“虎豚”。其

肉质洁白、细嫩，肉味鲜美，营养丰富，蛋白含量颇

高，素有“百鱼之首”的美誉，深受消费者喜爱。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市就开始探索红鳍东

方鲀的全人工养殖。据 2001 年出版的《唐山市

水产志》记载：“1988 年，丰南市渤海水产增殖站

开始引进试养，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唐海县、滦

南县、乐亭县也已先后推广养殖，现已形成了一

定的规模。”关于河鲀的养殖历史在乐亭、滦南、

唐海、丰南等地的县志中均有记载。

1992年，河北省水产研究所率先突破红鳍东

方鲀人工育苗关，在唐山十里海养殖场进行了红鳍

东方鲀的池塘养殖及鲀虾混养推广示范工作并获

得成功，获成鱼 87.5 吨，售价 170 元／公斤。1993

年，由于海水养殖业受到对虾病害的困扰，池塘

海水养殖、滩涂贝类增养殖效益锐减，调整海水

养殖模式和养殖品种迫在眉睫。全人工获取红

鳍东方鲀苗种，为河豚鱼与池塘对虾混养提供了

发展契机。当年养殖面积达 2089 亩，获成鱼 180

吨，售价240元/公斤。自1994年后，大面积养殖河

豚在唐山逐渐兴起，并且与中国对虾、日本对虾进

行混养取得成功，每亩效益最高达 2000元以上。

近年来，唐山河鲀产业呈规模化、产业化、

区域化发展之势，成为唐山特色水产品，具有显

著的地域性和独特品质、特色，2019 年，唐山河

鲀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为我市海洋经

济再添亮丽名片。

唐山河唐山河唐山河唐山河鲀鲀鲀鲀：：：：水中珍馐水中珍馐水中珍馐水中珍馐 鱼中之冠鱼中之冠鱼中之冠鱼中之冠

唐山河鲀外形呆萌可爱。 资料片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这

个经典谜语，不知陪伴了多少人的童年。而谜

底“花生”，乃是人们生活中常见且备受欢迎的

传统食物之一，被古人誉为“长生果”。

滦州市（原滦县）地处滦河、沙河平原冲积

扇的中轴地带，是我市百万亩花生产区的核心，

也是全国和河北省的主要产区之一。该市拥有

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独特的地理、地质、生态环

境和气候，孕育出优质的滦州花生（即滦县花

生），是国家级商品油料生产基地县。

据《滦县志》记载，花生于 19世纪初引入滦县，

推测在1810年—1840年之间。故滦州花生种植约

有200年历史，规模栽培也有120多年之久。

滦州花生荚果多为蚕茧型、普通型，果皮白

净，籽粒饱满、仁大皮薄、种皮粉色，口感细腻、香味

浓郁，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近几年，该市花生

种植面积稳定在 22 万亩，年产量达6.5万吨左右。

1986 年，滦州被国家确定为优质花生生产

基地和花生米出口体系建设基地；1987 年，滦

州花生被农业部命名为名优特产品；1995 年，

农业部批准滦州为全国首批商品油料生产基地

试点县；1996 年，滦州被农业部特产之乡命名

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花生之乡”；2001 年，滦州

花生获得中国农学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

科技创新大擂台节目优秀创新奖；2002 年，滦

州花生在第六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优种交易会

上被评为名优农产品；2002 年，滦州被河北省

农业厅命名为“河北花生之乡”。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品种不断引进

和更新以及花生栽培新技术的推广，滦州花生

的生产水平稳步提升。花生种植形成了普通和

特色品种相结合的结构，为花生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基础。

滦州花生滦州花生滦州花生滦州花生：：：：品质非凡品质非凡品质非凡品质非凡 久负盛名久负盛名久负盛名久负盛名

滦州花生惹人爱。 资料片

“吾乡之三沟，虽无桃花夹岸，美池桑竹，但

有稻花似海，蒹葭苍苍，金鳞紫蟹，唾手可得，乃

我辈心中之桃花源也。”这是我市丰南作家于东

兴在回忆故乡的文章中所写。其中提到的“三

沟”，即丰南区柳树瞿阝镇的三沟村，也是文清蟹

田大米的产区之一。

文清蟹田大米产区位于我市丰南区陡河下

游，濒临渤海，涵盖柳树瞿阝镇的三沟村、柳东村、

戟门村、富田农场（原丰南区国营农场）等地。

据介绍，三沟村村南村北的老稻地开垦于 20 世

纪 50 年代末，由于当地属于海退之地，低洼盐

碱，过去的旱田作物产量很低。20 世纪 80 年代

末、90 年代初，当地政府在陡河两岸大规模开荒

改造，开垦旱田、芦苇荡，形成了柳树瞿阝镇域到

海边 5 万余亩水田。由于河道畅通，当地政府自

上游水库购水、调水，充足保障水田用水，加之

多年来不断改良水稻品种、总结种植管理经验，

使得亩产成倍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三沟村等地开始试行

稻蟹混养，多年来，当地农民不仅摸索出了“稻

蟹共生混养”的种养模式，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套

成熟的生产管理技术。每年春季，农户在水田

里放入河蟹蟹苗，让它们与秧苗共作、共生。秋

后，成熟的稻田蟹被捕捞上市，到 10 月 10 日基本

捕捞完成。这时把稻田里的水抽干，到 10 月下

旬收割蟹田稻，两者收获时间互不耽搁。由于

当地土壤中含盐量高，这里生产的蟹田大米外

观呈清白色，油量光泽，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人

们夸赞，用文清蟹田大米做的米饭柔糯适中、香

甜可口，如果做米粥稀饭，味道更佳。

文清蟹田大米文清蟹田大米文清蟹田大米文清蟹田大米：：：：稻蟹共生稻蟹共生稻蟹共生稻蟹共生 米香盈仓米香盈仓米香盈仓米香盈仓

收割蟹田稻。 资料片

盛夏时节，走进遵化市西下营满族乡，只见

公路两侧郁郁葱葱的栗林绵延不绝，宛如一片

绿色的海洋，充满勃勃生机。在这片土地上，百

年栗树屡见不鲜，需多人合抱方能围拢的“千年

栗树王”已成为当地网红拍照打卡地。

西下营乡板栗主要分布于长城沿线燕山山

脉，地形以山地为主，全乡共有林地 4.9 万亩，其

中板栗面积 4万亩，年产板栗 7200 吨左右。当地

板栗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据说最早可追溯到燕国

时期，明朝名将戚继光在西下营一带屯兵之际，曾

组织兵士在荒山上栽种大量板栗以充军粮。新

中国成立前，虽栗花飘香，但长城脚下的西下营却

一片穷苦。新中国成立后，板栗种植发展迅速，技

术不断革新。1978 年，西下营满族乡塔寺老栗农

王占元板栗新式剪枝法荣获国家进步奖、省二等

科技奖，并把技术推向了全国。

据介绍，西下营乡板栗种植条件优越。这里空

气清新，河水清澈；位于北纬 38 度附近的燕山山脉，

恰是栗子生长的黄金纬度线；日照充足，降雨充沛，

土壤富含各种矿物质，造就了板栗香甜的口感。

多年来，当地栗农默默守护着祖辈流传下

来的板栗农耕文化。他们秉持自然与人和谐共

生的理念，种植板栗不破坏原生态，相信树下长

草并不影响板栗生长，还能覆盖土壤、保湿保

温。同时采用有机农业和生物防治，保持板栗

园的生态平衡，也保障了板栗的原汁原味。栗

农们守望着这片土地，让板栗的生长过程融入

自然的韵律，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守护着板栗的

原始特性，传承着世代的农耕文化。

2019 年，西下营板栗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

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板栗基地 4 万余

亩，年产板栗 7200 吨，2021 年被农业农村部评定

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西下营板栗西下营板栗西下营板栗西下营板栗：：：：千年栗香千年栗香千年栗香千年栗香 古韵悠长古韵悠长古韵悠长古韵悠长

栗树枝繁叶茂。 资料片

在遵化市娘娘庄镇相古庄村山上的杏林里，

一株雄壮挺拔的古杏树格外醒目。这棵杏树树

龄已有 200多年，树围达 2.62米，经市林业局专业

技术人员论证鉴定，这棵古杏树被认定为“贡杏

树王”。每年春天，“树王”上朵朵杏花迎风绽放，

昭示着丰收的年景。据了解，在娘娘庄镇还有古

杏树 500多株，仍然生长旺盛、枝繁叶茂。

遵化娘娘庄镇素有“长城脚下皇家园、畿东

贡杏第一乡”的美誉，也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命

名的“香白杏之乡”。香白杏是蔷薇科、李属植

物杏的一个品种，又名银白杏，是著名的鲜食

杏品种。娘娘贡香白杏主要产地在遵化市娘娘

庄镇，种植历史悠久，是该镇支柱性产业之一，

种植总面积达 4500 多亩，年总产量在 450 万公

斤左右，年产值 1200 多万元。《遵化县志》上记

载：“香白杏为遵化地方特色品种，品质居国内

鲜食杏之首。尤其是娘娘庄乡相古庄香白杏，

不仅果形美观，风味更是独特，多次获农产品

博览会金奖。”

娘娘庄镇的香白杏被称为“娘娘贡”，来源

于当地一个传说。据说明朝永乐年间娘娘庄曾

出过一位娘娘，因进宫后想吃家乡的香白杏，整

天闷闷不乐，朱棣皇帝知道后动用六百里加急，

到娘娘庄取杏，娘娘和大臣们品尝后赞不绝口，

皇上就此封香白杏为“娘娘贡”杏，遵化娘娘庄

的香白杏也因此声名远扬。

近年来，遵化市不断加强特色产业优势，壮

大品牌效应，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果。娘娘庄

镇依托优良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大力发展

娘娘贡杏特色经济林果，在实现香白杏产业特

色化、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助推乡村振兴，促进

果农增收致富。遵化市娘娘庄镇更被河北省命

名为“香白杏之乡”。

娘娘贡香白杏娘娘贡香白杏娘娘贡香白杏娘娘贡香白杏：：：：贡杏殊佳贡杏殊佳贡杏殊佳贡杏殊佳 百年芬芳百年芬芳百年芬芳百年芬芳

香白杏挂满枝头。 资料片

在我市丰南区南部的沿海小镇——黑沿子

镇的综合型稻渔综合种养试点田里，翠绿的稻苗

与活泼的螃蟹共同演绎着一曲生命的交响乐。

我市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种植技术成熟，所产

稻米品质优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

一。其中，作为水稻种植区域之一的黑沿子镇，拥

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独特的沿海文化。该镇属于

温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

平均气温约为 11℃，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600毫米。

黑沿子蟹田米产地位于该镇“河北省盐碱地

综合利用示范区、唐山市综合型稻渔综合种养试

点”区域。该基地占地总面积 2150 亩，且成方连

片，稻渔综合种养总面积1700亩，其中稻蟹混养面

积 1200 亩，池塘精细化养殖 500 亩。基地在水稻

种植过程中采用了人工育秧、机械化插秧、测土配

肥、无人机飞防施肥、物理除草除虫、科学灌溉、机

械化收割等方式，实现生产全过程符合绿色食品

生产操作规程，种植模式采用稻渔综合种养模式。

种植基地将稻田、环沟、排水渠和养殖池塘

串成整体生态链，进行稻蟹、稻虾、稻鱼混合养

殖和池塘精细化养殖，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双

收、稳粮增效、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

标，将数十年来一直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变成

了绿色健康的“米鱼仓”。 由于基地生态环境良

好、渔业资源丰富，每年都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东方白鹳来此驻足，在人与鸟儿共享的稻田里，

形成了一幅幅壮观美丽的画面。

黑沿子蟹田米黑沿子蟹田米黑沿子蟹田米黑沿子蟹田米：：：：技术支撑技术支撑技术支撑技术支撑 生态供养生态供养生态供养生态供养

稻渔综合种养。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