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梨与葵花叠加 摄影和观花同享
历史源远流长
“谷内”气候宜人

□文/张映录 图/李景鹏
四月，这里寒意未消，远山有

雪，一大簇一大簇的梨花、苹果花
掩映在村庄的院墙之间，扮靓整个
河谷；七八月，这里进入了每年气
温最高的季节，金灿灿的向日葵花
朝着太阳开着、转着、笑着；到了九
月，那些春日里可爱的花朵褪去了
娇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个个
圆滚滚红彤彤的水果，散发出诱人
的香气弥漫着整个山谷间。

这里，是位于海东市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东南部的隆治乡，一个
位于大山之间，却有着“瓜果之乡”美
誉的乡镇。

都说夏秋季节的民和是“甜”
的，而隆治更“甜”。本期，就让我们
一起走进隆治，探索构成它的那些

“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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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 遍遍 海海 东东

隆治历史源远流长，《西宁府新志》记
载，龙支谷位于允吾（现下川口）城西南；
龙支县南为龙支谷。这种记载中的“龙支
谷”即为现在的隆治沟了。同时，《西宁府
新志》又载：“允吾县故城在县治（指碾伯
县）东南。”《水经注》载：龙支县故城在县
南一百七十里。一曰龙耆，汉拜曹凤为西
部都尉，治此。郦道元云：湟水又东南，迳
小晋兴城北，故都尉治。又阚骃曰；允吾
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是在今古鄯地
矣。唐上元中，吐蕃攻没鄯州，以龙支城
属河州，故与河州近也。

从县城出发，车行 10 公里到达下川
口，古时这里是允吾古城，汉代这里是金
城郡治，也是允吾县治，传说这里古时建
有七寺八庙，但随着时代更迭，历史变迁，
许多古建筑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下川口
西边，一个大峡谷，这就是所谓的龙支谷，
古时亦称煖之沟。一条柏油马路直通龙
支古城。

从以上史料可知：隆治有着悠久的历
史。而《民和县志》《民和县地名志》则记
载的更为详尽：唐代时期此地有龙支谷，
古都设立龙支县所辖区，亦称“龙支沟”，
明代曾称“暖川”。隆治，由古羌语“龙”

“龙支”演变而来，隆治意为兴隆发达、长
治久安之意。民和建县前为碾伯县辖老
鸦峡外红嘴堡，建县后曾设红嘴、铁李等
乡，后改为隆治乡，解放初为三区六乡，
1956年撤区并乡后为隆治乡，1958年与总
堡乡合并成立隆治人民公社，1962年与总
堡分离，恢复为隆治公社，1984 年政社分
设，复称隆治乡，此建制一直沿用至今。

境内有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唐汪
式、辛店等类型文化遗址和其他古迹32处，
其中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

隆治海拔为1800米至2200米，在民和
地区算不上是最低的，却是民和名副其实
的“瓜果之乡”。想要探索这一答案，就要
从它的地理位置开始。

隆治位于民和县东部，乡政府距县城
37公里，东部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
靖县平沟乡为邻，南、西南部与大庄、总堡
两乡接壤，西部和巴州镇毗连，北、东北部
与马场垣乡相接。

从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查
看其地貌：整个隆治乡散布在较为宽阔的
隆治沟两侧，形成了类似大峡谷地貌。这
种大峡谷可以很好地将空气聚集在一起，
再加上南面山坡较缓，对阳光照射遮挡影
响不大，这就使得日照时间相对较长，从
而造就了年均 7.9℃的温度、200 毫米至
500 毫米年降水量以及 170 天至 200 天无
霜期的温暖“小气候”。

此外，整个峡谷北面是一个个面积巨
大的塬，是典型的黄土土质，为水果的生
长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而水果成就
了隆治“甜”的主要元素。

隆治独有的自然气候，是发展林果业
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桥头、李家、白武
家三个行政村是隆治乡瓜果主产的领军
村庄。

“十八青药”大揭秘

独特的地理地貌和气候特征，造就了青海中藏药的传
奇故事。在这片秘境中生长的冬虫夏草、枸杞、唐古特大
黄、青贝母、秦艽、羌活、麝香、锁阳、沙棘、獐牙菜（藏茵陈）、
黄芪、红景天、甘松、当归、水母雪莲、铁棒锤、川赤芍、西南
手参十八种中藏药材，被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等九个单位共
同认定为青海省主要道地中藏药材，即“十八青药”。

首先来看青海大黄。青海省著名学者王伟章先生曾
对青海大黄做过深入研究。

青海大黄久负盛名，据考证，河湟先民采集大黄作为
药物，即大黄入药的历史至少有两三千年了。著名医家张
景岳将大黄与附子列为“乱世之良将”，与“治世之良相”人
参、熟地共称“药中之四维”，将大黄称为药中“将军”。唐
朝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就最早提到青海大黄贸易：“陇右
道廓州、河西道凉州、剑南道茂州产大黄。”廓州即今天的
化隆，而凉州提供的也是青海大黄。

历史上，青海大黄是主要出口产品，其向西方的输
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14年，在此后两千多年时间里，
青海大黄一直是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最紧俏的商品之
一。古时候在丹噶尔流传着一句俗语：“金厂黄厂，要命
的阎王。”当时人们已将挖大黄和挖金子并列在一起，可
见挖黄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

因为对青海大黄的高需求量，清代后期甚至产生了一
个著名的职业——挖黄。青海大黄的特点是“红肉白筋”，
最受药商追捧。《绥服纪略》记载：“俄商购买大黄独有一
家，系青海商人，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勿能售也。”意
思是俄罗斯商人只购买青海商人销售的本地大黄，其他地
区商贩的大黄不会购买。俄罗斯商人开设的最美斯洋行
专门在丹噶尔收购威远酒和大黄。俄罗斯商人购买到青
海大黄后，会从多巴进入河西走廊，再到内蒙古，继而到外
蒙古，到达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沙俄把大黄转卖到
欧洲，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取得十五万卢布的收入。

因为西方国家过度依赖青海大黄，林则徐还曾建议
效仿西方人对鸦片的操纵，利用大黄与茶叶来反制西
方。可见，青海大黄当时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冬天为虫，夏天变成草，让冬虫夏草成为一个神奇物
种。“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玉树。”青海冬虫夏草含
粗蛋白大约为25%、饱和脂肪酸11.1%至13.6%、不饱和脂
肪酸80.2%至82.5%。此外，其含有的有机酸种类较多，已
验出有12种，分别是硬脂酸、软脂酸、油酸、亚油酸、14-甲
基-十五酸、十五烷酸、十六烷酸、3-十八烷酸、9-十六烯
酸、14-甲基-十六烷酸、9-十八烯酸、11-二十烯酸。冬虫
夏草中还有甘露醇、腺苷类物质、虫草多糖等有效成份。

青海玉树地区的冬虫夏草以色泽褐黄、肉质肥厚、菌
麻短而粗壮，质量好而最为出名。冬虫夏草是冬虫夏草
真菌侵染蝙蝠蛾幼虫而成的虫菌结合体。因富含各种营
养元素，一直为藏医、蒙医所常用。随着藏、蒙、汉文化的
不断交流，冬虫夏草健体疗疾的经验也传入中原大地，并
被中医认可。近年来，青海冬虫夏草开始走上产业化道
路，精深加工冬虫夏草的“青海春天医药”也由此跻身上
市公司之列。

结合青海超净区的地理条件，近年来青海各地大力
发展中藏药种植业，种植面积超过万亩，青海产黄芪、当
归、藏红花等中藏药品质远超其他产区。

依托丰富的资源，青海从源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
科技创新，积极助力中藏药产业发展，让青海中藏药产业
焕发出无穷新活力。

李家村的旱地西瓜、桥头村的百年梨树
与近年来的特色种植向日葵和白武家村的武
家垣千亩苹果组成的“三村四品”，闻名河湟
大地。每年的葵花摄影节、梨花节、苹果采摘
节以及相继开展的隆治乡农副产品展销会，
吸引着四乡八村的商贩和游客。

在隆治各村都有或多或少的树干高大
粗壮、树枝繁茂的梨树，但梨树中统领各村
的，还要数桥头村了。

桥头村是隆治乡政府所在地，这里平
均海拔 1850 米，年平均气温 12℃，是青海
境内最适宜种植果品的地区之一。全村
424户 1600多人，是个纯汉族村落，全村耕
地面积 120公顷，全部是水浇地，分布在河
谷两侧及村庄北面的垣上。

桥头村栽培梨树有上百年的历史，村里
的一万多株梨树，分布在农户的房前屋后，
更多的在耕地周边。棵棵梨树都有七八十
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龄，树枝繁茂，上上下下
有六七寸之多，小枝条堆在大枝条上，一簇
压在另一簇上，每年四月，千万朵梨花密密
麻麻地开在树冠上，挂在枝桠间，不留一点
缝隙。满树的梨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婀
娜多姿，真是“春到人间万物新”。那纯洁雪
白的颜色，让游客赏心悦目，惬意至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桥头村的梨
树依然在，但没有形成产业。自精准扶贫
以来，隆治乡在梨树密集的地方建立了梨
园。梨园里有百年以上树龄的老梨树 300
余棵，古树形态各异，千差万别，它们或三
五一排，或两两相对，或傲然独立，有的似
孔雀开屏，有的像姐妹牵手。

为使桥头村梨树成为发展本村经济的
产业，经过多方努力，2020年 4月 18日，这
里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隆治梨花节暨旅游产

品推介会。此次梨花节的成功举办，更好
地宣传推介了桥头村旅游资源。

有开花必然有结果。进入收获的季
节，梨园里透过稀疏的树叶，一个个鸡蛋大
小黄灿灿的软梨挂满枝头。大家都知道，
速冻的软梨具有润肺止咳的保健功效，冬
季销售才能卖上好价钱。但收获后的软梨
无法储存，成为当地村民的一大憾事。

2016 年，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村里修建了 800 平方米的冷藏库，每到收
获季节，村民把卖不了的软梨储存在这里，
等到盛夏出售，提高了收入。另外，村上还
建成软梨酒厂，把一些无法出售的果品，酿
成软梨酒和饮料出售，让人们在春夏秋冬
都能品尝到桥头村的软梨。

在桥头村，除了有梨树产业的亮丽名
片外，还有一个“桥头葵花初长成，藏在垣
上人未识”的向日葵园。

向日葵园位于桥头村北面的垣上。从
公路往北穿过村庄，走到垣上，呈现在眼前
的是一大片宛如金色世界的向阳花海。到
了七月中旬，休闲的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
一边观赏着黄灿灿的向日葵花，一边纷纷
举起手机拍下美景。

正当向日葵绚烂绽放之际，桥头村抓
住时机，举办一年一度的葵花摄影艺术节，
以节为媒，向外界展示桥头村产业发展成
果，展现桥头村广大人民群众退出贫困后
的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观光采
风，感受向日葵园风光。

进入 9月，站在桥头村垣上，向阳花海
已没有了往日的金黄，映入眼帘的是成片
沉甸甸的向日葵大圆盘。夕阳西下，丰盈
的秋色依然笼罩着桥头村垣上，放眼望去，
一派丰收景象。

据《民和县志》记载，隆治素有“西瓜之
乡”的美称，其中李家村的露天旱砂西瓜尤为
出名，当地农民种植西瓜有近百年的历史。

李家村位于民和县东部川总公路沿线，
距县城 32公里。村东北部为沟岔地带，南
北分别与本乡铁家村、白武家村接壤。

由于李家村北面的李家垣上，气温日
照差12℃左右，周边无污染源，昼夜温差较
大，光照充足，因此这里成了李家村村民种
植旱地西瓜的绝佳之地。据村民介绍，这

里所产的旱砂西瓜含糖量高，瓤色鲜红，质
地脆沙，口感清爽脆甜，具有清热解暑等特
点，备受市场青睐，在省内外享有盛誉。

进入 21 世纪，随着特色种植业、畜牧
养殖业的蓬勃兴起，隆治进入旱砂西瓜种
植最兴盛的时期，种植面积突破 333公顷，
其中李家垣作为旱砂西瓜基地。后来由于
种种原因，旱砂西瓜的种植面积急速下
降。然而李家村的村民却依然坚持种植旱
砂西瓜，种植面积达 127公顷，成为远近闻

名的特色旱地西瓜种植地。因为其独特的
口感，上市时其价格也比一般西瓜要高。

四五年前，李家村村民除种植西瓜
外，还在瓜地里栽植了一批矮化苹果苗，
如今苹果树也硕果累累，栽植的核桃树也
已进入盛果期，加之在西瓜地套种一些较
耐寒的蔬菜，在不同季节均有收获。

若是你在盛夏来到李家垣上，一块
块砂地里，一个个绿皮西瓜躺在那儿，别
有一番景致。

旱地西瓜爽口香 李家村庄美名扬

2016年9月2日，由民和县文化旅游局
和隆治乡政府在白武家垣共同举办民和县
隆治乡首届苹果采摘节。从此拉开了白武
家村历年举办苹果采摘节的序幕，带动了
村民栽种、培育苹果的积极性。

白武家村地处隆治乡最北端，北与
下川口接壤，因村上多数为白、武二姓，
故名“白武家”。而种植的苹果树都在村
北的武家垣，这里坐南靠北，有光照时间
长、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等优势，是栽植
苹果的理想之地。正因如此，勤劳的白
武家人，充分利用了这一自然优势，在这
里栽植苹果树，建成了 120 多公顷苹果
园。站在果园背面的山坡上远眺，一片
葱翠，着实壮观。

武家垣的苹果以个大、型正、色泽鲜
艳、酸甜适宜、脆爽多汁、营养丰富著称。
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声名远播，吸引了不

少客商前来采摘购买。
2015年以来，隆治乡依托境内的生态资

源优势，规划了“一乡一品”乡土游旅发展格
局，投资500多万元打造了白武家垣果品基
地基础设施，为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园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从 2016 年起，借助举办白武家苹果
“采摘节”，进一步提升了苹果的品牌知名
度，做大做强特色果品产业，探索发展林果
基地休闲、观光、旅游、果品采摘等项目，扩
大群众增收渠道，为群众加快脱贫致富创
造了有利条件。在每年举办的民和苹果采
摘节活动中，现场除苹果采摘外，还有各类
特色农副产品展销，以及书法家现场创作、
文艺汇演、民和小吃推介等活动，以苹果为
媒的采摘节，游客在现场可以体验“赶大
集”的感觉。

在苹果产业中，白武家村并不是停留在

坐享其成的“温床”上，而是不断更新果品品
种。放眼青海，种植苹果的地方甚少，叫上
名的没有几个。可以说，隆治白武家村苹果
是民和县乃至省内的一大果品品牌。

2021年第三届采摘节当天，国家苹果产
业体系岗位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邹
养军带来“秦脆”苹果树苗，为隆治苹果产业
发展注入科技因子，有望实现隆治苹果的更
新换代。

目前，已成功试种 33 公顷“秦脆”苹
果。“秦脆”果柄较长，无采前落果，质优、抗
逆性强、适应性强，克服了“蜜脆”与“富士”
苹果品种的缺点，汲取了二者的优良品质，
两三年即可挂果见效。

苹果园硕果累累 采摘节红红火火

秋季梨园秋季梨园

梨园春色梨园春色

李家垣上的西瓜熟了李家垣上的西瓜熟了

梨花扮田园梨花扮田园

桥头村的向日葵园桥头村的向日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