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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Sequence

梦想是一盏明灯，引领人类追求文明的方向；

梦想是一柄火炬，照亮历史蹒跚前行的脚步。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下，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梦

想从未中断，却时常被淹没在一家天下、一己私利的争斗中，

时隐时现。在由英雄豪杰主宰的舞台上，普通人的梦想成为

永远的注脚。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梦”，汇聚了亿万人民共同

的梦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幸福上升为政党使命、

国家战略和民族心声，全体中华儿女、亿万普通百姓第一次

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普通人的梦想从未像今天这样神圣、

伟大而清晰。

“中国梦”，就像一轮喷薄的红日，瞬间照亮了历史的天

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中国梦”光芒的照耀下，

中华杞乡的锦绣山川变得无比鲜活、明亮和温暖，处处勃发

中华杞乡的“中国梦”



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杞乡儿女的圆梦之旅就似劲风扬帆，一往无前，风

光无限。

“中国梦”，是凝聚杞乡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旗帜和纽带。人民幸

福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却千年难圆的世代梦想。当中国共产党打起追求人

民幸福的旗帜，全体中国人民就以空前的团结精神和空前的奋斗精神，迅

速汇聚到了这面旗帜下面，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

国家，创造了一段长达百年、始终以人民幸福为主线的历史，把历史的航

船牢牢地开到了追求人民幸福的航道上。

正因为“中国梦”映射了人们心中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唤起了中

华民族最温暖、最久远的记忆，人们才清醒而坚定地追随扛起这面旗帜的

中国共产党，衷心拥护党的领导，自觉坚持党的路线方针，积极投身党领

导的各项事业，不惜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不计个人得失。

“中国梦”，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引 13亿人深情注目；“中国梦”，是

一面有力的旗帜，引 13亿人同心同德；“中国梦”，更是一面永远的旗帜，

历经百年而愈加鲜艳，历久弥新。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中宁县要坚定不移地把这面旗帜

打起来，深入宣传和大力唱响“中国梦”，用“中国梦”唤起杞乡 33万回

汉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精神，指引中华杞乡崛起发展的航程，扬起“两大

战略”的浩浩风帆，凝聚“两区建设”强大合力，不断提升党的凝聚力和

吸引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核心领导地位，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牛首

山下、黄河两岸开出美丽繁花，结出累累硕果。

让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社会单元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让每一

个向往幸福的梦想都值得尊重，都能够成就。实现中华杞乡“中国梦”，就

是要让杞乡人民共同圆梦、共同幸福。中宁人民勤劳务实、包容诚信、和



谐善良、坚韧不拔、敢为人先、自信自强，渴望过上富裕、健康、文明的

美好生活，我们要因势利导，优化环境，尽一切可能让人民圆梦，引中宁

腾飞。

建设产业化中宁，让勤劳实干的杞乡人民圆上生活富裕梦。加速黄河

金岸“中宁板块”的崛起，奋力推动中宁枸杞红动五洲，铝镁合金、钒钛

合金、稀土彩钢、单晶硅、金属锰、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叫响西

部，民营经济领跑全区，“中华杞乡”成为靓丽名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

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在西部百强阵营中的位次大幅提升。

建设宜居中宁，让包容诚信的杞乡人民圆上安居乐业梦。全面融入沿

黄经济区建设步伐，把中宁打造成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河城市，

优化规划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引导人口向城镇集

中，产业向园区聚集，全面提升城市配套服务功能，大力实施“六到农家

工程”，全力做好生态移民后续工作，打造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国家级生

态园林卫生县城，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山更青、城更美，让城市

居民、新型农民、生态移民和投资创业者都能在这片热土上畅享现代文明。

建设幸福中宁，让和谐善良的杞乡人民圆上安享人生梦。把城乡居民

的幸福指数摆上我们的案头，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我们的心上，完善

实事利民机制，拓宽产业富民渠道，健全保障安民体系，提高服务惠民水

平，着力解决涉及群众生产生活、就医就学、创业就业、安居安全、解困

解难的民生实事，为社会成员创造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建设生态中宁，让坚韧不拔的杞乡人民圆上青山绿水梦。既要金山银

山，更要绿水青山，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作为

检验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全力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加强生态建设，强化

环境保护，倡导低碳生活，为当代植一方绿色，为子孙留一片蓝天，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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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过上绿色健康生活。

建设活力中宁，让敢为人先的杞乡人民圆上精神愉悦梦。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我们责无旁贷；以文化产

业的大发展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我们只争朝夕。着眼中华杞乡，打造

枸杞文化，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实施特色文化建设工程，大力做

好文化旅游产业，巩固和扩大全国文化建设先进县成果，建设文化强县。

建设平安中宁，让自信自强的杞乡人民圆上民主文明梦。安定团结是

船，和谐进步是帆，没有船的牢靠，何谈乘风扬帆？我们以平安的名义，

依法依规维护社会稳定，多种机制创新社会管理，明理向善推进民风建设，

文明进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更竭诚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

定、祥和、平安、文明的社会环境。

在一个能够圆梦的时代，我们立足“中宁所能、宁夏所需”，突出“工

业强中宁强、枸杞兴中宁兴、民企荣中宁荣、环境优发展优”的战略重点，

激发善谋善断、敢想敢干、先行先试精神，做好民企富县、工业强县、枸

杞兴县、商贸活县、扶贫济县、美城靓县、生态立县“七篇文章”，争创全

区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改革先行示范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枸杞

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西部地区陆港经济试验区，努力在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转型升级、扩大内陆开放、持续改善民生上迈出有力步伐，以善做善

成的步步积累，为实现中华杞乡的中国梦而实干苦干、勇往直前。

今日的中华杞乡，政通人和，机遇众多，百业宏开，潜力巨大，正在

成为宁夏平原上凸起的开放胜地、投资洼地、发展高地、创业福地，无数

个美丽的梦想将在这里变为现实。中宁，注定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增添一

抹最鲜艳的亮色。

中宁县县委书记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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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不衰的民魂

公元 2005 年，15 粒“中宁枸杞”登上了共和国的

“神舟六号”飞船，飞向了宇宙。它要经过太空诱变，更

好地造福于人类。

当今，在国人的眼里，“中宁枸杞”已不仅是“主肾

脉，通纳气”“开窍于耳，持髓于目”的中药材和“养颜

益寿”的食品了，它已经是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宁枸杞如此神圣，首先说它得益于黄河。

黄河哺育了中华文明，滋养了宁夏平原。

“天下黄河富宁夏”。母亲河以汹涌的态势越过甘肃高

地，冲出了黑山峽，在宁夏的五百余公里，她以慈柔的姿

态，回畅环曲“九十九道弯”，尔后，她又咆哮而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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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个漠北属地“塞上江南”的神话。

在这块土地上，她播下了无限大爱。

更是奇妙，过中卫，过胜金关之后，她刚刚携手于从

六盘山麓高歌而下的清水河，就路遇了从北向南昂首走来

的贺兰山。这是一次柔与刚的相遇，也是一次顿留。这次

顿留，留下了她在华夏版图上“几”字上那第一个大弯，

也留下了她千里珠串上的第一个盆地，这就是今天的中华

杞乡———中宁。

中宁，沃野美，山河秀，物产丰。古往今来，多少回

的河东河西，斗转星移，而今留下的是陷地断崖，是黄河

古道上高耸的黄土隘，是肥厚的洪积扇，是对称的阶状台

地，是无垠滩涂，是山塬峽谷。古往今来，多少个民族的

牧垦迁徙，生生息息；多少起烽烟下的文韬武略，战马嘶

嘶；多少次太平盛世下的驼队远影，信众如云。这些，或

已深深地埋入了历史的尘沙，或随从历史的云烟飘游而

去。留至今天的是雄关古道，是烽台边城，是悬山古窟，

是吊壁岩画，是参天浮屠。

代代先民，人已远兮风犹存，影已远兮音依旧，不禁

让人感叹他们世代衍传至今的还有那么多鲜活的东西，那

就是无数神话般的故事，无数色彩斑斓的传说，无法计量

的乡土话语，门类纷呈的谚语歌谣，息息不绝的耕耘天

谱，妙手天工的剪艺雕艺，情趣横生的洞天彩绘。更独到

的那就是他们千年精传的枸杞“秘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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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枸杞，粒粒含歌。

枸杞，包裹着茨乡人的心跳，也囊纳了茨乡人的情感。

是的，为了枸杞，茨乡人感悟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

这里的山水和历史铸成了这里的枸杞文化，这种文化

已经成为人类福寿文化范畴的一个瑰宝，取之不尽，泽润

不绝。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中宁枸杞”又是那么的神

秘———那就是只能共享，难以复有。

这里不妨做一次访古察今的探究。

这是 1.4亿年之前大自然在这里镌刻下的一个杰作。

这个时代，贺兰山横空而起，贯其南北，是它奠基了

今天银川平原和卫宁平原两个异曲同工的地貌架床。来自

青藏高原的“天外之水”在这里被屏障般的贺兰山截挡，

在今天的中宁地段积水成渊，使这里成为一个硕大的泽

国，“大禹治水”，断开青铜峽，疏水北去，这里便成为

一个四面环山，地沃物丰，温湿独到的盆地小环境。这个

小环境，成了后来“中宁枸杞”得天独厚的大环境。

这是清水河雕着在这里的一个神话。

清水河发源于六盘山麓，横亘宁南山地 320 公里，乃

黄河一级支流。历史赋予了它多个面孔。它曾河道宽阔，

水量丰沛，船队放粮；它又曾是摇曳不宁，浊浪排空，携

万物北下。惊人的是古往今来，无论路途上怎么摇摆，它

总是认定从中宁汇入黄河。中宁，清水河在这里千百次的

洪峰压顶，千百次的甩首抽拉，留下了无计其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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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留下了多种矿物元素积淀在这里，这就成为以后多种动

植物生长的乐土。正是因为这里土地的特质，地处清水河

口的中宁，也就被誉为“中国枸杞的原产地”。

正是因为枸杞，世世代代的中宁人视它为天赐宠物。

认为，它生得有缘，红得出奇，走出中宁后，对人类的生

活和健康它又赋予了拯救般的奇效。

有民间故事在中宁人口中代代相传，远古的时候，这

里的人们在饥荒和病难中结识了枸杞，那个时候，枸杞只

是生长在这里的河郊和山岩上，是个无名的植物。红色和

甘甜是它的符号。先民们在对野生枸杞的釆食中，发现它

的药用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食用价值，枸杞便开始在

炎黄子孙中传播开来。这一质的变化，按今天的考究，已

经四千年过去了。

那么，在这几千年中，中宁的枸杞又是怎样呢？

秦汉之际，野生枸杞开始被中宁先民试着移植，开始

小量走进农家的庄前屋后。

唐代，宁安渡为黄河要津，它将中宁地区和西段“丝

绸之路”相连接。这里的枸杞，由南来北往的商旅大宗的

带上了旅程，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

明朝弘治时代，达官贵族把枸杞使用的更加透彻，中

宁枸杞被朝廷列为贡果，通过黄河河运，大批外销。

清代，江淮、湘赣、四川大批商贩凭一条扁担将中宁

枸杞远销西南和江浙，南北之缘，一杞相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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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每年枸杞上巿的七八月间，各地药材商贾

云集这里，宁安堡热闹非常。凉面、凉粉、粽子、油饼

卷、枣糕叫卖在茨园；各地戏班和艺人汇演于中宁会馆、

戏院和茨乡寺庙舞台；秦腔、眉户、二人台、单鼓、小

曲、皮影等，会串于中宁城乡，此人称之“唱果月”。

人民公社时候，果园连片，人民翻身做主人后的欢歌

笑语，荡漾在红红火火的杞园和茨行。

面对枸杞，中宁人称它为“茨”，称自己的家乡为

“茨乡”。

茨乡人对枸杞太有感情了。

采摘杞果的时节，是茨树于茨人对话的时节。

千百年来，枸杞，不仅仅是一个植物在缘化，也是一

个树与人的情结的升华过程。枸杞“野”性不改。短暂的

时间，它就会野枝蓬疯。是茨乡的男子汉用心血来抚育。

他们刚在血液，柔在指尖，以刚化柔，以柔化木，他们以

捋、折、压、拉、剪等各种形式，把疯长的茨树变成一个

钢筋铁骨，在阳光无限，雷电风雨中成长的奉献者。

茨乡人在那勉强温饱的年代，在人均年口粮还不足

300斤的光景里，为了茨园的丰收，他们把整麻袋整车的

大豆、油饼埋入茨根下的土坑。他们把救饥人与耕畜的食

物化为茨的养料，想要换来枝头的丰盈。

而今，“中宁枸杞”的苗木已在内蒙古、青、甘、新

等省区的大地上大面积地开花结果了。这时，茨乡人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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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枸杞难舍难分。异地杞园也离不开茨乡人的那

“刚”和“柔”。茨乡人“一把剪刀走天下”的热浪又涌动

在神州大地上。

杞之爱浪，涌动中华。

“中宁枸杞”也正在情暖整个人类。

这么多时光过去了，枸杞树不但记录了茨乡，也记录

了茨乡人的一切，它给茨乡人以诚挚。经历了这么多，茨

乡人也就离不开枸杞了。因为，枸杞能承载他们的哀乐，

更能放飞他们的梦想，他们中间有枸杞的图腾。

“为枸杞而心欢，为枸杞而流汗，为枸杞而创天下。”

这就是茨乡人，他们的话语和故事里写满了枸杞。为枸杞

而述，而书，而绘，而歌，而舞，这就是茨乡人的灵动。

他们可以酿杞成酒，去激发，去挥洒。

近些年，枸杞之韵，情暖全球。愈来愈多的人或涉足

着枸杞，或追猎着中宁，或捕捉着枸杞文化。域外人百感

其鲜，域内人习以为常。面对这么多的“杞”问，咱们若

是尝试着做个茨乡人，或是能走进茨乡人的深处，或是品

一品四季的枸杞树，就会不难发现：

殷实与鲜明，这是茨乡风范；

刚劲与承载，这是茨乡韵节；

热情与包容，这是茨乡情怀；

暴发与播撒，这是茨乡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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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宁，远古的东西，总是在今天的民间轨迹频闪。

———史载，大约距今 1.4亿年的侏罗纪末期，这里海

水茫茫。而今，在中宁大地上距黄河直线高度约 100米的

硒砂瓜山地，再现的是浆鳞鱼化石和高山大塬上就地压砂

的广厚卵石层。于是，他们祭拜劈开青铜峽,疏泊成河，

造化了中宁盆地的大禹。

———史载，古时中国西部黄帝部落信奉的是龙，以为

自己是龙种、龙子。而今，中宁的黎民视黄河为“龙脉”，

他们的先辈以船筏为工具，风波浪里，运送土产于“龙

背”。他们信龙王，建龙庙，舞祥龙，奉龙于造化，祈龙

于安顺。

第一编 图 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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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唐乾符三年（876） 六月，这里的雄州大

地震，地陷水涌，死伤甚众。而今，故地今存石空寺，寺

前农人讲，那是仙童开山，山鸣三日，突起洞天，闪出了

石空石窟。于是他们敬仰石空寺，每年农历四月初八， 这

里人山人海。

———史载，甲骨文卜辞中，篆刻有“忝”“稷”

“麦”“杞”等农作物的丰歉。古人用以占卜。而今，中宁

人早已称杞为”茨”，他们种杞崇杞，枸杞文化多姿多彩。

是时间的流移，给人类已普遍的原始信仰。人类的视

觉文化总会演化为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态，它融入到人类生

活的方方面面。是清代的学者，首次把印第安人“totem”

一词译成“图腾”，成为我们解读人类意识现象的共识。

是的，当人类把视觉的造型与原始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时

候，图腾就产生了。人们用双眼来观看世界，又用双眼来

进行造仿。他们不仅神化了自己眼睛的功能，而且又神化

着自己观察得来的形象。正是这样，在枸杞的原产地，在

人们把中宁枸杞视为“圣果”的中宁，我们就完全可以解

释世袭的中宁人关于枸杞的一些言与行了。

枸杞本是一种野生了数千年的植物，当人们从发现它

的色、形和妙用的那一天起，它就从它的本土逐渐走向了

全人类，展示给今人的是五千年的史书文明，两千年的药

用文明，一千年的种植文明。它从原始一路走来，奉献给

人类的是健康与长寿，积淀在华夏文明史上的是传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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