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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石家庄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石家庄所辖区域是人类文

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市区白佛口文化遗址是目前全

市境内发现最早的平原地区人类遗址，新乐古代遗址“伏羲台”表明

6000 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曾活动于此地。战国中山国文化是石家

庄历史文化脉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继藁城台西商文化之后令人瞩目的

辉煌文化。两汉时期，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区是制造兵器、铠甲和生产

工具的重要冶金基地之一。汉唐时期恒、赵二州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宗教

史上留下了绚丽篇章，赵州柏林寺、安济桥名声远扬。北宋时期富弼、

韩琦、欧阳修、沈括、苏轼等名臣贤宦先后奉使河北，在真定府（今正定）

留下足迹，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20 世纪初叶，石家庄成

为通燕赵和西联三晋的货物集散地。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3 月间，石家

庄平山县的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毛主席、

党中央在此指挥了举世瞩目的“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

七届二中全会。1968 年 1 月 29 日石家庄成为河北省省会。

　　石家庄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产。石家庄地处河北省中南

部，东与衡水接壤，南与邢台毗连，西与山西为邻，北与保定交界，地

理位置优越。“头枕太行山，脚踏渤海湾，中间一片大平原”，这是自

古就流传的对石家庄地理位置的描述。石家庄是全国粮、菜、肉、蛋、

果主产区之一，国家优质小麦生产基地，素有“北方粮仓”之称。石家

庄地貌由西向东依次为中山、低山、丘陵、平原。从地貌来看，石家庄



市域跨太行山地和华北平原两大地貌单元，西部地处太行山中段，包括

井陉县、矿区全部及鹿泉区、平山县、赞皇县、行唐县、灵寿县、元氏

县等六县（区）的山区部分，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50%。东部为滹沱河

冲积平原，包括新乐市、无极县、深泽县、晋州市、高邑县、赵县、正

定县、栾城区、藁城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长安区全部及平山

县、赞皇县、行唐县、灵寿县、元氏县、鹿泉区六县（区）的平原部分。

石家庄属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水适中，日照充足，水文条件优

越。石家庄土地类型多样，光、热、水、土壤适宜，特有的地貌和生态

环境造就了石家庄丰富、特色的物产——香甜可口的鸭梨和赵县雪花梨、

生于平原的优质小麦、长于深山的绿茶、美味诱人的驴肉……

　　近年来，石家庄市工商局、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大力服务

“三农”发展，积极培育农、林业经济增长点，通过培育物产品牌，提

升品牌品质，提高市场美誉度，推动种植增效和农民增收，探索出一条

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的“绿

色崛起”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石家庄市共获得中国地理标志商标 10

件。其中，晋州鸭梨种植面积达到 13 万亩，梨果年产值近 11 亿元，年

出口创汇 2000 万美元。通过采取“协会 + 合作社 + 商标 + 农户”模式，

灵寿丹参种植面积发展到 2.65 万亩，关联专业合作社 28 家，带动 2.8 万

人参与保护植被、维护原生态环境农林作物种植，年产值达 1.1 亿元。其

他富有地方特色、历史悠久的物产更是品种繁多，多彩纷呈，不胜枚举。

　　悠久的农耕历史和文化传统，优越的自然环境，多姿多彩的地形地貌，

造就了石家庄独具特色的物产。本书汇集了石家庄 132 个地理标志特色

产品，旨在提升“物产石家庄”品牌意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石家庄特

色物产，打造石家庄自主特色品牌，提高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带动石家庄特色资源产业持续发展。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各级工商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怀着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付出

了艰辛努力和辛勤汗水，再此一并表示感谢。

         石家庄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侯洪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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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路西瓜
新华区五七路西瓜种植历史悠久，全市闻名。自 1948 年滹沱河

通水以后，五七路西瓜质地变得越来越好，皮薄、个大、沙甜，富

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最大长到 40 公斤，有西瓜大王之称。沿线

村民一直以种植西瓜为业，富裕了当地老百姓，当地政府以此作为

经济发展的重点进行培育。目前，“五七路西瓜”的种植、育种已

成为石家庄市新华区北部乡镇传统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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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验可知，西瓜种植，沃土个大不甜，黄土个小甜。“五七

路西瓜”由于滹沱河水质和土质的原因，个大、甜、起沙、表面光

滑、花纹均匀清晰、祛暑解渴。西瓜根系的生长，喜欢通透性良好、

吸热快、疏松的沙质壤土，“五七路西瓜”的土质刚好符合要求。

“五七路西瓜”的生产地域范围主要包括石家庄市新华区五七路沿

线的陈村、杜北、西营、东营、南高基。

五七路沿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自东向西随地势升高

而递减，年降水量 400～ 700毫米，集中于夏季。地表径流主要由

降雨和滹沱河补给。该地区光照资源丰富，日照时间长，光照充足，

常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070小时，占全年可照时间的 55%，有利于西

瓜光合作用。

“五七路西瓜”是新华区北部传统的种植产业，至今已有几十

年栽培历史，其栽培、田间管理、果实采摘工序都需要较强的专业

技术。广大瓜农积极探索，深入研究改良，积累了丰富的栽培经验，

保证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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