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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板栗

2018年2月17日，日本东京。

利用春节假期去日本旅游的承德
人刘明伟，在新宿街头被一家“甘栗太
郎”售卖店吸引。

招牌上，“甘栗”“天津”几个汉字

格外显眼。随行领队告诉刘明伟，此时
在日本备受欢迎的“天津甘栗”，其实
大部分来自于承德。

刘明伟暗自算了算，一包 700 克
的糖炒栗子，标价 2000 多日元，折合
人民币 100 多元一斤。“没想到我们山
里的小板栗，在这成了金豆豆。”

每年，产自中国河北燕山地带几
个板栗主产区的栗子，刚一收获就会
受到日本客商抢购——比起日本本土

（上接第
九版）

沿着溪水
盘旋而上的防火

公路，汽车一头钻进
茂密的白桦林。

乘车蜿蜒攀升，路
旁 可 见 白 桦、栎 树、冷
杉，公路到此而止，巡山

队下车步行。盛夏的溽热
被抛在身后，高大乔木带来

的树荫辅之以阵阵山风，甚感
清爽。

行至海拔 2000 米左右，白
桦和栎树等阔叶林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华北
落叶松、云杉。

到了这一阶段，由于山体
剧烈抬升和强烈切割，小五

台多数山坡坡度在 35-70
度左右。陡坡难以储存

更多水分，植被已经基
本以针叶林为主。

海 拔 2100 米 左
右，跃出针叶林，这里
是草甸带与森林带之
间的过渡区。偶尔见
到一两棵硕桦，更多
的是混生的灌木类密
齿柳、蔷薇等。地榆、
乌头、蒿草等草甸植

物越来越多，这是小五
台植被的第六带，亚高山灌草丛

带，宽度150—350米左右。
手脚并用爬到海拔 2500 米左右，

小五台最美的秘境才展露眼前。
从灌木林中钻出来，一个完整的

“台”地势突然平缓。各种高大树木消
失不见，只有开着五光十色的花草覆
盖脚下。风吹过草甸，如绿色波浪。

位于小五台山垂直带谱的最高
部，阳坡 2100 米以上，阴坡 2500 米以
上是典型的亚高山草甸带。这个区域
的绝对优势植物种类为草本植物，其
特点是随着海拔的增高，植株逐渐矮
化，在顶峰部位以莎草科的高山蒿草、
矮草和云间地杨梅等为优势种。

张爱军介绍说，相对来说，小五台
地区降水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影响植
被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还在于气候。
由于海拔较高，山体自下而上气候差
别较大，具有四季同时垂直分布现象。

古树新苗：变化中
的原生树种

2019 年 4 月，迁安市蔡园镇马官
营村村委会大院。

蔡园派出所副所长杨艳秋拉着两
个因琐事起了争执的村民，并肩坐到
了院子中间的银杏树下。

一场春雨刚过，2000 多岁的银杏
古树在蓝天的映照下，更加郁郁葱葱。

坐在银杏的树荫之下，刚刚还争吵
得面红耳赤的村民们不由得沉默了。

“我们派出所在马官营村有个特
殊的警民连心站，就是这个古树，每逢
马官营村村民有什么纠纷或者我们有
什么回访工作等，都不在办公室里，总
习惯把双方当事人招呼到树下来解
决。”杨艳秋说，“说也奇怪，人们来到
这棵古树下，往往前一秒还剑拔弩张，
下一秒就偃旗息鼓了。我们所里的人
都说这树是和睦树、‘警民连心树’。”

这棵银杏古树高 26 米、树冠半径
15 米。1983 年河北省地质考古队测定
树龄约 2400 年至 2600 年，大概成树
于春秋时期。

马官营村的村民并不清楚 2600
年对于一株树木而言在植物学上的意
义，但古树不言，在这位跨越千年的

“老者”庇护下，任何争吵却都显得苍
白无力。

当地人曾注意到，每年霜降这一
天，太阳一出，满树的叶子如果一天之
内全部落光，来年必定风调雨顺；如果
落叶断断续续，几天也落不完，则往往
预示着来年的年景不好。

另一个令人称奇的地方是，这株
雌树附近几十公里内无银杏雄株。当
地村民相信此树是由遵化禅林寺雄树
授粉，距离此地直线距离50公里。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可以轻易洞
穿空间与时间。

每株古树都是自然与人文历史的
丰富载体，它们也是解读河北原生植
物的密码本。

漫长的岁月，绝非宁静地周而复
始，饱经了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水火虫
病、地史变迁等等磨难的洗礼，众多的
同类同龄树木被淘汰，留下了这批健在
的长寿者——它们是绝对的优种。

2019 年 3 月，石家庄市植物园科
研所所长胡文芳及“古树名木基因库”
项目团队，前往赞皇县、井陉县等地进
行2019年春季古树基因采集工作。

此次古树基因采集共涉及赞皇
县、井陉县、桥西区、矿区等两县两区
的10株千年古树，树种有古槐和侧柏。

2016 年我省联合北京、天津古树
名木保护主管部门成立了京津冀古树
名木保护研究中心和专家委员会，签署
了《京津冀古树名木保护研究合作框架
协议》。2017年5月，京津冀古树名木基
因库保护基地在石家庄市植物园建立。

借鉴北京、天津在古树保护方面
的经验做法，河北由此开始采集培育
自己的重要古树基因标本。两年来，已
完成省内 45 株千年以上的古树基因
采集，其中每株古树培育了 20 棵左右
基因苗。

如今，河北省古树名木基因保护
圃设在“石家庄市植物园科研所”，主
要采用嫁接、扦插、组培等手段繁殖古
树后代，从而保留它们的活体基因。

“用新的生命体方式延长古树生
命力，让古树能起到史书、传记、碑文、
传说一样的记录功能。”胡文芳介绍，
经过两年的嫁接、扦插与管护工作，已
有部分植株具备展示条件。“我们计划
于 2019 年底在植物园内建成初具规
模的古树基因展示园，届时，人们将可
以在植物园中，一睹千年前古树强大
基因释放的生命力。”

每一株古树都是一座值得研究的
种质基因库，大自然的变化，水文地质
的变迁，天文地理突变，树木生理、生
态、群落等诸多方面的变化，都可以在
它的生长过程中寻找到历史的表达。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普查
数据显示，河北目前入库保护的古树
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共计 165391 株。
树种包括 34 科、66 属、127 种，以松
科、柏科、蔷薇科、榆科、豆科、杨柳科
等树种居多。

化石、古树及人类文献记载，为我
们画出一幅河北原生树种的基本图谱。

在全新世河北植物最繁盛期，平
原的树种以栎属、榆属树种为主，兼有
北亚热带的喜暖科属的栗、漆、樟等树
种；山区以松属、云杉属为主。

到了人类互动开始频繁的商周时
期，河北的气候发生了波动，随着气候
的变化，一些喜温的热带树种如罗汉
松、铁杉、柳杉等南移，数量相对减少
或消失。

平原上生长的主要有松、柏、栎、榆、
椴、桦、柿、核桃、杨、柳等属的乔灌木。

太行山南段生长的主要有槲树、栗、
楸、槐、松柏等高大乔木，还有少量银杏
分布。太行山北段生长的主要树种有冷
杉、云杉、落叶松、栎属、榆属、杨柳等。冀
西北山地以槲树、栎属、椴树等乔灌木为
主。燕山山地主要树种是松属、栎属，在

浅山丘陵区有枣、栗、榛等经济树种。
此后数千年时间里，一些新的树

种从外地迁徙或被引进，但这些古老
的原生树种一直生生不息。

“原生树种是个变化的概念。比如
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工栽植的影响，
自然生长的杨、柳、榆、槐、椿等逐渐变
成人工栽植的树种。原始森林的消失，
让这些树种逐渐成为优势树种。”王玉
忠介绍，对于大多数河北人来说，现在
一提到河北的原生树种，大家想到的
自然是身边见得最多的这几个树种。

2018 年春，北到吉林、南到广东，
东到浙江、西到新疆，城市里的一排排
景观榆树渐次萌发。

人们惊异地发现，本该绿意盎然
的新叶，竟然泛着淡淡的金黄，这些树
生病了吗？

“金色恰好是它的名片——这种树
叫中华金叶榆。”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园林绿化研究所所长黄印冉是该树
的培育者，被业界誉为“金叶榆之父”。

当下，如果说要举一种能够在全
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代表河北的树
种，那非金叶榆莫属。

榆树是河北平原地区的古老树
种，喜光、耐旱、耐寒、耐瘠薄，不择土
壤，适应性很强。种种优势，让榆树成
为城市绿化、行道树、庭荫树、工厂绿
化、营造防护林的重要树种。

1998 年，黄印冉在辛集老家承包
了几十亩地，在父亲的协助下，种下了
数万株细皮榆、抗虫榆、密枝榆进行育
苗——在选择抗虫榆为母本、密枝榆
和细皮榆做父本的前提下，黄印冉的
本意是培育抗虫、生长快的新品种。

2000 年 7 月的一天，黄印冉接到
父亲电话，说在地里发现一株小苗，叶
子全黄。

黄印冉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小苗
子并不寻常，“经过嫁接和筛选，是有
可能培育出彩色树种的。”

黄印冉对这棵幼苗抱有希望，又
不敢希望太大。

此前，几万株榆苗里也发现几棵呈
现其他颜色的幼苗，树叶呈现粉色、红
色、白色、黄边等等，但都“夭折”了。“要
么长着长着，颜色几个月后变绿了，要
么树苗不抗晒，没长大就晒死了。”

林业领域培育一种新品种，要实
现三个目标：特异性、稳定性和一致
性。通俗说，这棵“小黄苗”要想脱颖而
出，变身成新树种，首先黄色是独特
的、以前没有的，其次是它的黄色不会
变还能在下一代继续保持，再次就是
后代的黄色没有差异。

这棵幼苗能不能符合这三个条
件，需要时间检验。

2001 年开春，备受呵护的黄叶子
小苗长大一点了。黄印冉剪了十几段
它的枝条，在其他榆树上进行嫁接，并
密切观察嫁接后的树苗发芽情况。

“一个来月后，就看见有黄芽冒出
来了。”等第一批嫁接的树都长出新
芽，黄色越发明显。黄印冉终于判定，
榆树新品种问世了。

2005 年，中华金叶榆拿到了中国
植物新品种权，并通过国家林木良种
审定。这意味着，金叶榆可以进入市场
推广阶段了。

北上南下，黄印冉从 2005 年开始
推广金叶榆，14年过去了，全国六百多
个城市、一万多个乡镇，都种上了黄灿
灿的金叶榆。

如今，金叶榆成了从事苗木行业
千百万农民的“摇钱树”，更成为河北
林木的一张新名片。

黄印冉告诉记者，事实上，中华金
叶榆是白榆的一个变种。目前，黄印冉
和团队对金叶榆的研究仍在继续，除
了继续开发新树种的景观功能之外，
还在进行全世界首个白榆基因学研
究，目前基因测序已经完成准备工作。

“大自然的奇妙之处在于，她可以让一
些古老的物种仍具备变化的可能。”

利用自然利用自然

有名的“丹波栗”，来自承德、唐山一
带的板栗更加软糯香甜，被追求“秋
之味”的日本人奉为上品。

7个月后，2018年9月中旬，东京
向西 2000 公里外，宽城满族自治县
峪耳崖镇上院村，一场隆重的收获正
在进行。

村民袁瑞阳全家出动，上至 60
多岁的父母，下至正在放短假的 12
岁的孩子——他们要抓紧收取自家
山场里十几棵栗子树上的板栗。

农耕出现之前，人们获取自然的
馈赠，主要靠采集、猎取、捕捞。早在
商周时期，山林间的栗子树，就是先
民采集的重要果实。

《吕氏春秋》有“国有三美者，有
冀山之栗”的记载。西晋陆机为《诗
经》作注也说：“栗，五方皆有，惟渔阳
范阳生者甜美味长，地方不及也。”

宽城板栗栽培历史悠久，保留了
大量板栗古树，全县百年以上板栗古
树达 10 万余株。在碾子峪镇大屯乡
的“中国板栗之王”，据考定植于公元
1303 年（元大德七年），至今依然枝
繁叶茂，硕果累累。

成年栗树植株高大，树干常见二
三十米，树冠宽大，挂果分散，机械化
采摘栗子的路子并不适用。千百年
来，人们靠手脚攀爬加工具的人工方
式采集果实。

在袁瑞阳家的山场上，44岁的袁
瑞阳瘦而精干，他熟练地爬上栗树枝
丫，直取树冠高处的栗苞。

板栗果实被栗苞包裹，栗苞表皮
生满尖刺，成熟后栗苞开裂，每个栗
苞里一般包裹三个栗果。

成熟的板栗会自己从栗苞中脱
落而出，但自然下树的栗子容易腐
烂，村民往往会提前收取。而且脱出
栗子的栗苞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柴火。

木棍敲击下，带着尖刺的栗苞纷
纷坠落。落地后的栗苞被收集起来，
手工剥出褐红色的板栗。

正常年景，一棵成年板栗树，可以
产出几十公斤的板栗。这对于冀北山
区的农家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板栗是适应气候土壤条件范围
颇广的树种。但在不同气候、土壤条
件下，其生长发育、结实的丰欠、品种
的优劣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甚至差
异很大。

河北，拥有中国最好吃的板栗。
板栗是河北的原生树种，又分为燕

山和太行山板栗。对应到具体县区中，
燕山板栗即遵化、兴隆、迁西、宽城、青
龙板栗。太行山板栗即邢台板栗。

而在板栗行业中，燕山板栗品质
似更胜一筹。这是众多炒商、批发商
综合了甜度、香味、糯性、耐储度、坏

粒率等多个标准得出的结论。
然而，燕山板栗中，为什么“迁西

板栗”更加出名呢？
“迁西板栗以‘燕山早丰’这个品

种为主，品质也极好，更适合糖炒，因
此更受国内糖炒商家的青睐，品牌知
名度也更高。”

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果
树站副站长商贺利说，相比之下，宽城
板栗成熟期要比迁西晚十天左右。品种
以“大板红”“燕金”“燕宽”等为主。这些
品种因耐腐性更好，糖分和其他营养物
质含量更高，比较适合深加工和出口。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分属唐山和承
德两市，可另一方面，迁西与宽城同处
于燕山东段，长城两侧——在内行人
眼里，两地板栗品质相差其实不大。

商贺利说，两地均铁矿资源丰
富，板栗的分布与铁矿资源的分布具
有明显的重合，含铁丰富的土壤更适
合板栗生长；另外，从地理条件来看，
宽城地处长城以北、燕山东段的深山
区，与其他的板栗产地相比，气候更
为寒凉，昼夜温差也更大，更有利于
营养物质的积累。

2019 年 6 月 10 日，商贺利带着
技术员在几个板栗主产乡镇，指导果
农对栗树进行夏剪。

这是确保今年九月份板栗丰收
的重要环节。对于新嫁接的栗树，要
对枝条进行松绑、除萌和防风作业。
而对于成龄果树，要根据轮替更新技
术要点，对过密的新梢进行修剪。

靠山吃山。如今，人们开始用更加
科学的方式，向山野谋求更大的收益。

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北场村，
川、沟、坡上到处都是成片的板栗树，
每棵板栗树下都有一排用遮阴网盖
着的小棚子，轻轻揭开，一朵朵硕大
的栗蘑便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种循环种养新模式：青
草回填积肥、山场散养柴鸡、树下套
种栗蘑。”栗农孟昭华说，这种新模
式，是在中国农科院和中国农大专家
指导下探索成功的。

“没想到这树下空间也是宝，一
亩地就能增收 5000 多元。”孟昭华
说，“靠山吃山，新的模式，让我们把
板栗这棵‘摇钱树’，变成了可以覆盖
林果养殖的‘聚宝盆’。”

靠山吃山的“2.0版本”

时光退回1939年，涉县。
此时，在太行深处的很多八路军

将士患上了流感、疟疾等疾病，而由
于封锁严密，治疗这些疾病的奎宁等
药物却很难弄进根据地来。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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