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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养石榴树，参与管护，看着它开花结果，特别

有成就感。”近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石榴红生态

科技园内，千亩石榴花竞相绽放。石榴花节上，认养

果树、游园赏花等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

来打卡，西安市民李女士将写好的心愿牌挂在精心

挑选的石榴树上。

园区负责人王勋昌介绍，目前已有 500 余棵石

榴树被认养。

西安市临潼区是我国最早的石榴栽植地和石榴

主产区之一。通过引进培育石榴新品种，临潼区推动

石榴种植向山地优生区聚集，让石榴老产区焕发出发

展新活力。2020 年，临潼石榴种植系统被农业农村

部列入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卖产品不如卖品牌，以前石榴一斤才卖 3 到 5
元，现在我们一个石榴就能卖到 15 元到 25 元。”在区

政府派来的技术人员和营销专家的指导下，王勋昌将

自家石榴通过品质分级打造品牌。

“‘百富瑞’是中高端品牌，以礼盒装为主，果型

漂亮，色泽统一；‘宠爱榴榴’品牌更加年轻时尚化，

主要通过线上销售，性价比更高。”王勋昌介绍。

鲜食石榴储藏期较短，临潼区围绕石榴不断延长

产业链，加快石榴酒、果汁、果醋等产品研发升级。

在西安丹若尔石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

间内，压榨后的石榴原汁散发着清甜香气，经过 35
道工序，这些原汁被分装成丰富多样的石榴饮品，销

往省内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使用的石榴汁就是我们

公司生产的，峰会加速了石榴饮品开拓海外市场的步

伐。”公司总经理王力说，“最近我们刚刚签订了 583万

元的出口订单，后续可能达成长期合作。”

如今，石榴产业已成为西安市临潼区乡

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临潼区内有石榴生产销

售企业、专业合作社 60 余家，石榴种植户近

8900 户，超 5 万人从事石榴相关工作，石榴产

业年产值超 5 亿元。

一颗颗象征圆满、吉祥的小石榴，正在

为农户们带来富裕、甜蜜的

新生活。

西安临潼区延长石榴产业链

小小石榴果 带富更红火
人民网记者 贾凯璐

赏花
榴枝婀娜榴实繁，

榴膜轻明榴子鲜。

可羡瑶池碧桃树，

碧桃红颊一千年。

——《石榴》唐·李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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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榴花

石榴，千屈菜科石榴属植物，落叶灌

木或小乔木，在热带是常绿树，树高可达

5—7 米，一般 3—4 米。

石榴花为两性虫媒花，着生于结果

枝顶端或节叶腋间，花瓣薄，6—7 枚，大

多鲜红色。花冠内着生雌蕊及雄蕊，花

色艳丽，开放期长。石榴花、果、叶、枝、

干、根均可供欣赏，集营养、药用、经济、

生态、观赏、文化价值于一身。

资料来源：西安市临潼区园艺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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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安市华清宫景区内的百年石榴树，花

朵竞相绽放。 王三合摄（影像中国）

图②：骊山脚下盛放的石榴花。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③：石榴花与大雁塔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张惠全摄（本图为栏目与@西安发布、西安摄

协联合征图活动入选图片）

图④：刘永忠在察看石榴长势。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⑤：西安奥体中心建筑群中，石榴花造型的

体育场。 西安浐灞国际港宣传文体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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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夏日时节，

城墙根、大雁塔、兴庆宫、世博园、骊山脚……

陕西西安城内外，石榴花悄然吐蕊，渐至繁

盛。碧绿的枝丫间，一朵朵吊钟似的花朵，重

瓣锦簇，点染红霞，诉说着千年榴花的新故事。

香留史册

始于汉，盛于唐，西安的石榴花，红了已

有 2000 多年。

伴驼铃而来，因交流而开。石榴原产地

并非中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境内乌尔王朝

废墟发现的 4000 多年前的皇冠上，已有精美

的石榴图案。

西安明城墙玉祥门外，有一尊“张骞出使

西域”的雕像。张骞手持旌节，昂然马上，似

要向西而行。雕像周围，石榴花盛放。正是

这位汉使，“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让石榴

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注脚。

石 榴 被 引 入 后 ，汉 武 帝 下 令 遍 植 长 安

城。作为供观赏的珍树奇果，石榴被栽植在

上林苑和骊山离宫，大致位于现在的西安长

安区和临潼区。

“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石榴已被

广泛种植，成为人们园篱中的佳果，开始融

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逐步由长安推广到各

地。”临潼区园艺站站长张迎军介绍。

隋唐时，热烈奔放的石榴花，与包容开

放 的 盛 世 辉 映 ，人 们 对 石 榴 的 推 崇 达 到 极

盛，长安城曾出现“榴花遍近郊”的盛况。

“风袅舞腰香不尽，露销妆脸泪新干”，

白居易颂其婀娜；“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

却翠云鬟”，杜牧歌其热情；“浓绿万枝红一

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赞其明艳……

诗人争相吟咏，留下无数佳作。

长安花，千古情。“目前，西安市用于绿

化观赏的花石榴育苗面积约 500 亩，总产量

超过 10 万株，在城市景观提升中发挥着巨大

作用。”张迎军说。

花映今朝

厚重水土，绵长文脉，滋养着西安的石

榴花盛放。

夏季的骊山，石榴花如火舌，跳动于满

眼葱茏之中。骊山所在的西安市临潼区，因

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一直是中国石榴主产

区之一。这里有百年以上石榴古树群 23 个，

百年石榴古树 1000 余株。在长达 2000 年的

栽植历史中，临潼石榴经天然杂交、芽变，种

质资源已达 100 余种，形成了以“净皮甜”为

代表的石榴品种集群。

走 进 石 榴 园 ，一 位 精 神 矍 铄 的 白 眉 老

人，正察看石榴的生长情况。老人名叫刘永

忠 ，今 年 72 岁 ，在 骊 山 脚 下 种 植 石 榴 40 多

年。2003 年，他流转了 150 亩荒山，建起石榴

生产示范基地。

“石榴要发展，需要改良品种。”市场需

求的变化，曾让刘永忠有点着急。他访遍临

潼老石榴园区，终于发现两棵古树结的石榴

个头大、色泽艳、籽粒大、果核软。通过芽接

法，他培育出了石榴新品种——“骊山红”。

临潼区的石榴老树种，正在逐步被“骊山

红”取代。“再有几年时间，环骊山优生区老树

有望全部更新。”说起石榴，刘老眼神炯炯。

红花结出致富果。目前，临潼石榴种植面

积 8万余亩，年产优质石榴 8万余吨，超过 5万人

从事石榴相关工作，石榴产业年产值超 5亿元。

芬芳未来

西安市民格外钟爱石榴花。1986年，

石榴花被确立为西安市市花，以开放、

包容、热烈、团结的意蕴，成为展

示 西 安 人 文 精 神 的 一 张

名片。

2023年5月，

首届中国—中亚峰

会 在 西 安 市 举 行 。 六

国 元 首 齐 聚 古 丝 绸 之 路

“起点之城”，在中国—中亚友

谊林种下了 6 棵石榴树。一年过

去，繁花再次开满枝头。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的会标，也是

六色石榴花形象。”会标设计团队成员、西安

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张犁说，这象征

着团结与和谐。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2000 多年

后，这朵走过草地、沙漠、高原的石榴花，仍然

香 飘 丝 路 。 中 欧 班 列 长 安 号 往 来 奔 驰 ，到

2023 年底已累计开行超过 2.1 万列；西安博

物院正在举办“榴花照眼 文化传香”展览；

在距离西安 4000 多公里的土库曼斯坦，来自

中国陕西的考古专家团队与国外考古学家正

合作开展国际联合多学科考察……

如火如霞的石榴花，正愈发展现出古都

西安开放包容的气质——

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西安召开，吉

祥物名叫“长安花”，形象是一个红色石榴娃。

2021 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在西安成功举

办，从空中俯瞰灞河之滨的西安奥体中心体

育场，宛如一朵由 28 片花瓣组成的“钢铁石

榴花”，寓意“丝路启航，盛世之花”。

走进西安地铁 4 号线百花村站，仿佛来

到石榴花的海洋。地铁站内墙壁、吊顶均采

用石榴花的红色，并勾勒以石榴纹饰。

历史之花、文化之花，开放之花、友谊之

花。石榴花与西安，在历史中相遇，也必将继

续一同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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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开 正 当 时 ，城 与 人 共 美 。

“一朵花读懂一座城”自 2023年 4月

开栏以来，已推出 13 期整版特别

报道，广州木棉花、成都芙蓉花、

上海白玉兰、哈尔滨丁香……以

花为媒，串起一座座城市的传统

与当下。

近日，本栏目联合人民日报

微博开展市花征图活动，诚邀广

大读者网友拍图赐稿，分享鲜花

点缀的美好生活。本期报道联合

@西安发布、西安摄协开展征图

活动，承蒙读者网友热心支持，深

表感谢。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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