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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次降雪已过去多天，
昨日，在汝阳县王坪乡，一座连着
一座的高山上还有皑皑白雪。

车辆行驶至两河村，山脚下
不时出现的片片红晕让人眼前一
亮。村舍、远山，红晕映着白雪，
喜鹊不时飞过，美如画卷。

越走越近，片片红晕渐渐清
晰，原来竟是满树鲜红的小果子，
形似枸杞。在一棵棵树旁边，老
乡们挎着竹篮正在忙碌。这些果
子到底是啥？走，跟着《洛阳晚
报》记者去瞧瞧！

在海拔近千米的汝阳县深山里，这种中药材每年10月至12月可以采摘

远看片片红，近瞧似枸杞
老乡眼中致富果，请您猜猜啥东西

山茱萸是一种中药材，可健胃、
补肝肾、治贫血等。

两河村平均海拔在 800 米到
1000米，最高山峰海拔1600米。这
些山茱萸常年生长在深山里，因为环
境好、生长周期长，所以个头大、粒粒
饱满、色泽纯正。

12日，经河南汝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介绍，来自南阳一家知
名药厂的采购人员进村考察山茱萸
品质状况。在实地调查后，该药厂采
购人员当即表示，愿意以每斤13元的
价格收购两河村的山茱萸。

听说村里有了新订单，任青的干
劲儿更大了。他说，如今，自己享受着
特供补贴、残疾补贴、光伏发电分红、
企业带贫分红等。有了好政策，自己
更要加油干，争取早日摘掉“贫困帽”。

在我们的采访就要结束时，任青
告诉记者，明年春天，可以再来村里
瞧瞧。那时，漫山遍野的连翘和山茱
萸都开花了，特别美。

目前，正值山茱萸收获季节，两
河村还有部分山茱萸待销售。若您
有需要，可与本报66778866联系。

山乡村民的致富果，
吸引外地知名药厂来采购

两河村，距离汝阳县城区62
公里，是该县西南方最远的一个村
落。村子周边，群山环绕，有大河
脑沟和桃林沟两条河沟。

驱车进村后，一直沿山路向东
行驶，道路越来越窄。山间，不时
能看到小松鼠在林中闪过。汽车
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儿，我们眼前豁
然开朗。两座大山仿若被大河脑
沟劈开，河沟中小溪清澈，依稀可
见小鱼畅游。

正值深冬时节，沟边树木叶子
已落，只留下满树形似枸杞的小红
果，很是诱人。河南汝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两河村第一
书记李克民告诉记者，那满山的红
晕就是这满树果子的山茱萸。在
村里，老乡们都叫它“枣皮”，也叫
它“山萸肉”。

两河村现有20万棵山茱萸，
从1987年退耕还林开始，村民们
陆续种植山茱萸，如今村里树龄最
大的一棵山茱萸已有30岁了。如
今，在两河村周边的高山上，随处
可见山茱萸的身影。春季，开满黄
花的山茱萸将山林染成了一片片
金黄色；秋冬时节，山茱萸枝头挂
满鲜红的果子，山林间又好似蒙上
了一层薄薄的红纱。

颜色鲜红、形似枸杞，
老乡叫它“枣皮”“山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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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时分，在大河脑
沟的林间仍能看到69岁的村
民任青忙碌的身影，任青是当
地采摘山茱萸的能手。

每年10月至12月，山上的
山茱萸陆续成熟。在收获季节，
一直有人慕名而来，进山收购。

任青家有近 300 棵山茱
萸，因为这些山茱萸都在林地
上种植，所以较为分散。到了
收获季节，任青每天要挎着竹
篮，走十几里到二十几里山路
去采摘。爬树，到枝头高的地
方采摘好果子，对任青来说更
是常有的事儿。

对于采摘下来的湿果子，任

青会进行简单的处理，制成山茱
萸干再销售。新鲜的山茱萸，用
开水烫一下，然后用脱壳机将果
肉和果核分离开，再把果肉晒
干。一般来说，5斤新鲜的山茱
萸能出1斤山茱萸干，1斤山茱
萸干售价10元左右。

两河村地处深山区，过去因
道路不畅通而不为外人所知，如
今满山的山茱萸成了村民脱贫
致富的“宝贝”。由于缺乏劳动
力和技术，任青家一直是两河村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近年来，在
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干部的带领
下，任青家每年靠采摘山茱萸也
有了近万元的收入。

村民每天跑十几里山路采摘，
每斤山茱萸干售价10元左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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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晾晒经过处理的山茱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