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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

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

农”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精神，2022年 9月 17日、18

日，中共稷山县委、稷山县人民政府在山西太原成功举办了

第二届中国·稷山后稷论坛（太原2022）。

本届论坛展示了稷山县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
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的新成果。一年来，稷山县委、县政府

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向纵

深拓展。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全县粮食产量十连增，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项目加快实施，以麻花、饼子、鸡蛋、板枣

为代表的“稷山四宝”打造迈上快车道，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传统优势产业蓬勃发展，大佛文化园、稷王庙文化广场建

设项目持续推进，“汾水苑曲里”“姚村枣乡人家”投入运营，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展现美好前景。论坛期间，稷山县全方

位介绍了一年来的发展成效，举办了“稷山四宝”和稷山非

遗展示体验等系列活动，受到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这些

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后

稷故里结出的硕果，是古老的后稷农耕文化在新时代展现

出的新风采。值此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再次体

悟领袖殷殷嘱托，喜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稷山取得的发展成果，更加坚定了我们矢志不

渝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的信心和

决心。

本届论坛探索了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
径。本届论坛以“探源农耕文明·推动乡村振兴”为主题，举

办了稷山 VI、“稷山四宝”LOGO 和“稷山四宝”吉祥物发布

会，举办了稷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高端智库咨询会，签订

了相关合作协议和项目。稷山县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立足后

稷农耕文化、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做法，与

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乡村振兴，从

国家政策、项目支撑、“特”“优”农产品品牌建设等角度提出

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指明了方式方法和具体路径，为稷山和

更大范围农村乡村振兴提供了接地气、可操作的决策参考，

必将为新时代拓展后稷农耕文化注入强大动力。

本届论坛明确了后稷农耕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本届论

坛推出了专题片《重走后稷迁徙之路》，举行了《后稷文化论

集》首发仪式，对后稷农耕文化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巩

固。来自中国先秦史学会、国家博物馆、首都师范大学、山

西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

广泛交流，一致认为：后稷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深入研究后稷农耕文化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

具体举措。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我们将从考古发掘、史学

研究等多角度发力，对后稷农耕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基

本图景以及演进路径进行深入研究，探寻文明之源，增强文

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为探源中华文明和

弘扬中华文明作出应有贡献。

秋风送爽满目新，扬帆奋进正当时。我们坚信，后稷论

坛将持续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

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第二届中国·稷山后稷论坛（太原2022）
2022年 9月 19日

第二届中国·稷山后稷论坛
（太原2022）宣言

这是一场致敬后稷的金秋盛会

汾水之滨，迎泽湖畔，秋色宜人。山西国际会议中心湖
滨会堂内，一场致敬后稷的金秋盛会隆重召开。

9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一段制作精美、亮点频闪的稷
山形象宣传片拉开了论坛大幕，带领与会嘉宾“穿越时空”
走进后稷故里、板枣之乡，领略枣乡风情、体悟悠久人文、感
受发展脉动。

“稷山是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
的后稷姬弃在稷山境内的汾河岸畔、稷王山麓树艺五谷、推
广农耕。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特别提到‘后
稷教民稼穑于稷山’。这是一块金字招牌，对稷山来说弥足
珍贵。”稷山县委书记吴宣在致辞中说，近年来，稷山县委、
县政府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感恩奋进，以建设“六个基地一
座名城”为目标，坚持推动后稷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积极推进一二三产绿色循环融合发展，迈出了全方
位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吴宣表示，举办后稷论坛，目的是搭建起深度研究后稷
农耕文化的平台、各方人士合作发展的平台、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平台，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
力、推动发展。

11 时整，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宣布第二届后
稷论坛开幕。开场锣鼓《鼓舞新时代》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

随后，稷山 VI、“稷山四宝”LOGO、“稷山四宝”吉祥
物发布会举行。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稷山 VI 发布摁下启
动键，同时“稷山四宝”吉祥物精彩亮相。2021 年，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首届后稷论坛上，稷山县正式发布
了“稷山四宝”标准，对“稷山四宝”四大区域公用品牌进
行了认证。今年，为更好展现稷山厚重的人文历史和传
承弘扬后稷农耕文化，进一步塑造稷山的独特形象，准确
提高“稷山四宝”辨识度，稷山县结合当地代表性艺术作
品、历史名人、特色农产品等元素，打造了符合后稷故里
文化定位和“稷王文化名城”特色的稷山 VI、“稷山四宝”
LOGO 和吉祥物。

发布会现场播放了相关设计解读专题片，让与会人
员透过这些“文化符号 ”进一步了解稷山和后稷农耕文
化。据了解，稷山 VI 由“稷”字印章，“稷山”二字，后稷故
里、板枣之乡和中国稷山的英文字母四部分组成。其中，

“ 稷 山 ”二 字 是 著 名 稷 山 籍 国 学 大 师 姚 奠 中 先 生 墨 宝 ，
“稷”字印章取板枣的形状、枣红的颜色，篆刻“稷”字是著
名稷山籍篆刻家任泉溪先生的作品。“稷山四宝”LOGO

同样以姚奠中先生墨宝为主，其形状以“稷”字为主体，融合
了“山”“四宝”“云纹”和“盘长结”等诸多元素。“稷山四宝”
吉祥物以麻花、饼子、鸡蛋、板枣为原型，配有识别标识的名
字和宣传口号。

“下一步，我们会积极做好稷山 VI、‘稷山四宝’LOGO 和
吉祥物的推广使用工作，将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和各种活
动，通过独特的形象标识，展现稷山厚重的文化底蕴。”稷山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寒梅说。

在“稷山四宝”进龙城暨招商引资合作项目签约活动环
节，与会人员聆听稷山县情概况介绍，对稷山悠久的历史文化
和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由衷赞叹。中国农业出版社、
山西财经大学创业学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
山西振东集团、上海明品医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 12 家单
位，现场与稷山县签订了后稷农耕文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
校合作协议、政银战略合作协议、中药材种植及深加工、医学
智慧应用服务合作协议等 12 个合作协议和项目，投资总额达
29.8 亿元。这些合作协议和项目，紧紧围绕稷山麻花、稷山饼
子、稷山鸡蛋、稷山板枣等特色农业产业，同时涵盖了工业、金
融、医疗、文化等多个领域，与稷山发展高度契合，将对推动稷
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稷山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

其间，原创歌曲《五谷香自稷山来》、国家级非遗“高跷走
兽”表演等极具特色的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彰显了后稷故里传
承农耕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定信心，展现了后稷儿女建功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豪迈气概。

这是一次思想碰撞的高峰对话

今年 5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
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
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
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后稷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后
稷农耕文化是探源中华文明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应有之义。

“稷山是农耕始祖后稷故里，希望稷山县委、县政府在举
办两届后稷论坛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扛好传承弘扬后稷农耕
文化之责，推进后稷农耕文化研究向纵深拓展，积极探索现代
农业发展新路径，切实把后稷农耕文化传承好、利用好，把后
稷故里建设好、发展好，并以农耕文化为纽带，以推动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为使命，走出去加强农耕文化交流学习，在互学
互鉴中奋力谱写新时代的农耕文明新篇章。”开幕式上，马培
华寄语稷山。

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李春生，农业
农村部总畜牧师张天佐，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原巡视
员、中国投资协会农业和农村投资专业委员会会长胡恒洋，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培
武等领导嘉宾先后致辞。他们的发言紧扣后稷论坛主题，紧
密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为稷山县传承弘扬后稷农耕文化和推
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指导性建议。

和首届后稷论坛一样，后稷农耕文化研讨依然是第二届
后稷论坛的“重头戏”。而这已经是稷山县第四次举办后稷农
耕文化研讨会，今年研讨的重点是“考古与史学相结合探源农
耕文化的魅力”。

中国先秦史学会、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首都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专家学者应邀
出席研讨会。他们结合各自研究领域，从考古的角度对后稷
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和阐释，涉及主题包括稷山的地理变迁
与“稷”之内涵、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如何传承中华民族
五千年农耕文化、后稷起源和后稷农事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崔俊俊在作主
旨报告时，介绍了稷山东渠遗址与后稷文化的关联。他说，稷
山东渠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植物遗存，表明该遗址所处的时
期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活动，是“后稷教民稼穑于稷
山”农耕文化的考古学实证。崔俊俊认为，东渠遗址植物遗存
之丰富超乎想象，已经具备从考古学角度探讨后稷文化的条
件，提供了周人起源研究新线索。

大家一致认为，后稷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深入研究后稷农耕文化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具体
举措。将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从考古发掘、史学研究等多学
科、多角度发力，对后稷农耕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基本图
景以及演进路径进行深入研究，探寻文明之源，增强文化自
信，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振兴，为探源中华文明和弘扬中
华文明作出应有贡献。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重走后稷迁徙之路》专
题论证片。稷山县向与会专家赠送了《后稷文化论集》，与山
西考古研究院签订了在稷山开展文物系统调查合作意向协
议。会议发布了《第二届中国·稷山后稷论坛（太原 2022）宣
言》。

稷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高端智库咨询会同样成果丰
硕。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省乡村振兴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专家学
者，面对稷山县委、县政府的诚恳问策，畅所欲言、倾囊相授，
共同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稷山突破农业发展瓶颈的具体

路径，为稷山农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贾广东建议，稷山县

应该在发挥农业食品保障功能、生态涵养功能、休闲体验功
能、文化传承功能方面加大探索力度。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软斌则提出，稷山县应着眼科技驱动、
循环农业、融合发展、服务创新四方面，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

“今天的咨询会是稷山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一次具有深
刻指导意义的会议，今天吸纳的‘百家争鸣’重要学术成果也
将是我们今后不折不扣攻坚落实的发展课题。我们一定勇挑
大梁、能担重任、革故鼎新，为后稷故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开新路、出新招，为早日实现农耕文明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作出更大的贡献。”稷山县委副书记王德谋表态说。

这是一组饱含创意的立体宣传

会场内，有关后稷农耕文化和稷山高质量发展的故事生
动讲述；会场外，稷山非遗展览、“特”“优”农产品展示及美食
体验活动有声有色开展。

“稷山有四宝，麻花饼子鸡蛋枣。”去年以来，这句朗朗上
口的宣传语在稷山当地家喻户晓。第二届后稷论坛走进太
原，稷山县也希望把“稷山四宝”及其他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
产品、美食小吃、“特”“优”农产品一并展示推介给省城人民。

9 月 18 日早上，湖滨会堂续厅，精心准备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十分吸睛。螺钿漆器、益泰永木雕、金银累丝制作技
艺、稷山泥塑、稷山满月服……每一件展品都浓缩了先民的智
慧，呈现出迷人的光彩。

一个由“鸡妈妈”“鸡爸爸”和 5 个“鸡宝宝”组成的金银累
丝作品既呆萌生动，又富丽堂皇，吸引了不少媒体记者拍照。
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这件新创作的纯银作品是“累丝全家
福”，寓意吉祥如意，团圆美满。

“能够作为稷山县非遗代表，把非遗项目宣传展示给太原
市民，我感到十分荣幸。希望能通过后稷论坛这个平台，把我
们的特色非遗技艺发扬光大。”国家级非遗稷山螺钿漆器髹饰
技艺相关负责人马静这样说道。

而在山西国际会议中心广场，一字排开的展台将“稷山四
宝”近距离呈现给太原市民，受到热烈追捧。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稷山麻花，尝了一下，感觉口感酥脆，
特别好吃，而且不贵，就把剩下的都买了。”太原市民李女士对
稷山麻花赞不绝口。她遗憾地说：“可惜不多了，希望以后还
有机会买到这样的特色美食。”

稷山板枣同样受欢迎。山西友臻千年板枣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说，精品枣 260 元一盒，早上一会儿工夫就卖出去三
四盒。她十分赞同稷山持续举办后稷论坛，认为依托这样的
活动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稷山板枣，提高其知名度和美
誉度。“其他枣没有咱的板枣后味儿甜，你把它掰开，里面确实
有拉丝；你再捏一捏，肉质可厚呢！”她向前来咨询的人现场介
绍，忙得不亦乐乎。

在“稷山四宝”特色美食体验区，无论是稷山瓤菜和稷
山火锅，还是稷山晋糕和稷山凉粉，厨师们现场制作，都吸
引了不少人品尝、购买。太原市民陈志燕女士带着儿子王
柯涵晨练完路过体验区，饶有兴致地品尝了多样美食。母
子俩对稷山瓤菜汤情有独钟，还特意向厨师请教了制作材
料和流程。“第一次吃稷山瓤菜，印象非常深刻。听说稷山
在这里举办后稷论坛，我还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感觉挺好
的。也希望今后有机会到稷山去，品尝更多稷山美食、了解
更多稷山文化。”

两天时间里，第二届后稷论坛展示了稷山县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的新成果，探索
了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明确了后稷农耕
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取得了圆满成功。

吴宣表示，稷山县将以这次后稷论坛为契机，继续担当
起弘扬后稷农耕文化的历史重任，坚定文化自信，丰富拓展
提升，在传承发展后稷农耕文化上坚定执着、不懈奋斗。“相
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期盼各位专家学者在后稷农耕文
化研究领域能有更多新成果，期盼各部委、各单位能够继续
在政策、项目、资金上支持稷山，期盼各位新闻媒体朋友持
续关注稷山、宣传稷山，期盼各位企业家多到稷山考察走
访、投资兴业。”

2021年 9月，中国·山西·稷山首届后稷论坛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开启了后稷农耕
文化的“京”艳之旅。时隔一年，第二届后稷论坛
如期而至，来到锦绣龙城、美丽太原，上演了后稷
农耕文化与奋进稷山的华彩“并”秀。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庆祝第五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由稷山县委、县政府主办，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11家单位指导支持的第
二届后稷论坛，9月 17日、18日在山西国际会议中
心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以“探源农耕文明·推动乡村振兴”
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
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动后稷农耕文化研
究向纵深拓展，通过成果展示、交流合作，进一步
促进稷山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助力全方位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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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出席第二届后稷论坛开幕式并参观非遗展 稷山县委书记吴宣在第二届后稷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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