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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相传在很早以前，洛宁县底张乡的中高村并不叫此名，而

是叫疙瘩村，“疙瘩”一名的由来与村里的一棵神树有关。
该村东北方曾经有一座小桥，小桥附近有一座寺庙，寺庙

里的一棵古柏树十分神奇，树干上长有一个大疙瘩，4个成年
人可以同时坐在上面。村民将此树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便
将村子起名疙瘩村。

后来，由于疙瘩村一带地处底张乡地势最高处，因此该村
与其他两个村统称为高村。在这三个村中，位于最南边的叫
上高村，最北边的叫下高村，原来的疙瘩村因位于上高村与下
高村之间，故称为中高村。

在中高村西北方，有个净土寺很出名。相传寺里转角楼建
筑风格独特，该楼共有4层，楼顶有8个角，每个角上挂有铜铃，
每当风起时，全村人都能听到悦耳的铜铃声。每年农历正月二
十五，此处会举行庙会，赶庙会成为当地村民的传统习俗。

中高村还是底张乡著名的革命老区，村干部李少武介绍，
该村是洛宁县最早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村子之一，该村是
革命先烈李翔梧同志的故乡。

李翔梧原名李凤周，1907年出生于中高村；192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至第五次反“围
剿”作战；1934年长征期间，曾撰写了《巩固我们的部队》等文
章；1935年，当他随部队转战到江西天门嶂地区时，遭遇敌人
的围追堵截，在突围中不幸身受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中高村村民一直以李翔梧为荣，村民积极保护他的故
居。2012 年，村中的李翔梧故居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人文自然
中高村有村民275户1130人，全村总面积9000余亩，其

中耕地面积约1200亩。
中高村位于熊耳山脉的边缘地带，地处浅山区，地势呈东

西窄、南北宽的狭长状，地形东南高、西北低。虽地处山区，但
该村的交通便利，东临县级公路磨兴路，北临郑卢高速。

中高村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铜、金、铅等矿产资源的储藏
量大。

■今日中高村
中高村位于浅山地区，荒坡、荒山较多，因此该村在20世

纪80年代以前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20世纪
90年代以后，该村开始尝试种植烟叶、朝天椒等经济作物，使
村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改观。

1995年，村里有人到河北考察发现，当地不少农民靠种
植仁用杏致富。此后，上高村开始学习外地经验，发展仁用杏
种植。

近日，记者在上高村看到，主干道两旁栽满了杏树。“这些
仁用杏与普通杏相比，杏仁质量更好。”李少武说，目前村里仁
用杏的种植面积有600余亩，每亩地大概能产杏仁150公斤，
按现在市场价每公斤 8 元计算，村民种植 1 亩地至少净赚
1000元。

李少武介绍，这些杏仁主要销售给河北承德的杏仁收购
企业，每年到仁用杏成熟的时候，这些企业都会上门收购，这
两年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

“收购商只收杏仁，剩下的杏肉怎么办？村民将剩余的杏
肉制成果脯、蜜饯，拿到集市上销售。”李少武介绍，下一步，中
高村计划将在仁用杏的深加工方面有所发展，除了生产最初
级的杏仁以外，还可吸引企业进驻，生产杏仁饮品、炒货、蜜饯
等深加工产品。

中高村不单单通过种植仁用杏致富，还大力发展观赏石
产业。

近年来，随着观赏石产业在我市的发展，中高村也利用地
处浅山区、石材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石材加工产业。村民将
石材通过打磨、加工、抛光等工序，制成石凳、茶盘等石器工艺
品进行销售，一些制作精良的石器工艺品甚至能卖上万元。

去年12月，中高村曾邀请栾川县、嵩县等地的观赏石商，
与当地发展石材加工的村民齐聚一堂，向一些观赏石发展较
好的地方取经，同时将中高村的石材加工产业推介给各地的
石商，“让村民抱着家门口的石头也能致富”。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韦萃萃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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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保护的李翔梧故居

洛城响起驼铃声
“重走茶叶之路”骆驼队将穿越8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以及蒙俄德等十几个国家，最终到达巴黎

本报记者 陈占举 文/图

6日，“重走茶叶之路”骆驼队离开洛阳，进入
汝州市。在骆驼队途经洛阳的7天里，沿线的群
众从此次活动中了解到，洛阳是“丝绸之路”和“茶
叶之路”的唯一交汇点！而这两条著名的国际古
商道，对传播中国文明曾产生了重要影响。

9 月 30 日，由 48 名志愿者和 50 峰骆驼组
成的“重走茶叶之路”骆驼队，从济源市进入吉
利区，过黄河，途经孟津县会盟镇、平乐镇、洛
龙区白马寺镇、李楼镇、龙门镇，进入伊川县，
受到沿途群众的关注和欢迎。骆驼队在洛阳期
间，采取自建宿营地、自己做饭的方式，牵着骆
驼步行，用古代骆驼托运茶叶的方式，宣传中国
茶文化。

“ 重 走 茶 叶 之 路 ”活 动 总 策 划 胡 明 方 介
绍，4 月 28 日，“重走茶叶之路”启动仪式在内

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举行，来自俄罗斯、蒙
古国等国家代表团及中外数十家媒体的记者
参加。

胡明方介绍，骆驼队将在国内徒步行走1万
公里，历时200余天，穿越内蒙古、山西、河南、湖
北、湖南、福建、河北、北京等 8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2014 年 3 月，骆驼队在返回二连浩特市
之后，将由车队接替骆驼队，穿越蒙古、俄罗斯、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德国、荷兰、
比利时、卢森堡等十几个国家，最终到达法国巴
黎后，主办方将举行“世界茶叶大会”并发表《中
国茶叶宣言》。

几百年间，“茶叶之路”在亚欧大陆之间起到
了联通作用，亚欧两大洲的经济和文化以此为桥
梁进行了交流。

“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在欧亚大
陆兴起并活跃的国际古商道；洛阳是“茶叶之路”
的重要枢纽。作为“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的
唯一交汇点，洛阳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茶叶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
友谊之路、和平之路、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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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茶叶之路”是中国古代继“丝绸之路”“茶马古

道”之后最著名的国际商贸通道。从1689年中俄两国
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双方正式开始大规模的茶叶
贸易，从而促成了“茶叶之路”的诞生，也随之开始了

“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
这条连接中国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通道，由晋商

开辟，从福建武夷山起，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
北、内蒙古直至蒙古国、俄罗斯，全程近两万公里。直
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铁路开通，“茶叶之路”的重要
性才慢慢减弱并逐步消失。

（据新华网）

向洛阳群众问好

骆驼队走过伊河大桥

在宿营地，骆驼引来众人围观

志愿者表演赶骆驼

志愿者和骆驼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