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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栗树分布于村里沟沟岔岔间

杨家峪群山环绕，漫山遍野的栗林，

以及散发的淡淡栗花香让这里增添了难

得的一份景致，而那些古老的栗树就散

布在村里的沟沟岔岔，或成排成片，或独

自散落，用其独有的方式见证着历史，奉

献着春华秋实。

“我们全村七千多亩地，其中栗林就

占了五千多亩，15万株左右的栗树年产

八百到一千吨，从村头到村尾，沟沟岔岔

都分布有老栗树，百年以上的老栗树近

万棵，但它们依然枝繁叶茂，荫庇着这一

方水土。”村书记陈昱妗说。

杨家峪村民服务中心的正对面便是

“百年栗林”，仅在此一隅之地，便生长着

四十多棵估算年龄二三百年以上的老栗

树。记者看到，集中分布于“百年栗林”

里的老栗树高大挺拔，枝叶繁茂，有的需

要两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过来。有

的虽然早已有了岁月打磨的树洞，但在

栗花尾期仍散发着淡淡的栗花香，静等

着秋收的果实。

虽然对村里老栗树具体的年龄并没

有具体考证资料，但陈昱妗对很多老栗

树年龄有着自信的估算。“我爷爷已经去

世三十多年了，小时候，爷爷经常跟我

讲，村里很多老栗树在他小时候就是那

么粗，爷爷是九十四岁去世的，这样算下

来，爷爷口中的老栗树都应该不止百年

以上了，有的甚至可以达到三四百年。”

陈昱妗说。

据 71 岁的杨家峪村原村书记赵连

财介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以前，杨

家峪村全村便遍布着上万棵栗树，年产

约两万多斤，这些栗树都是老栗树，分布

在山沟里，并存活至今。后来有果林专

家进驻村里，村里的栗树产业便逐渐发

展起来。

“你从进村到这里，放眼能看到的栗

树也超不过全村林地的1/5，全村近万棵

古栗树更是分布广泛、分散，各沟各岔全

都有百年以上甚至几百年的老栗树。”今

年68岁的村民王全生满是自豪。

无论是赵连财，抑或是王全生，在他

们这个年岁的人眼里，这些老栗树是他

们心中的骄傲，是生活的寄托，更是他们

记忆里永远也无法抹去的童年时光，他

们的内心里对栗树尤其是那些老栗树的

感情总是溢于言表。

古板栗树承载着满满的记忆

每天一早四点半，71岁的赵连财便

习惯地起床，到树场子为家里的主要经

济来源板栗树进行树下劳作，一年四季，

这样的习惯虽周而复始，但赵连财却从

不知倦。

“这些板栗树每年一万多斤板栗的

收成是家里生活得以保障和改善的重要

来源，每天只有从树场子干活回来，我才

吃饭更香。”赵连财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杨家峪村人，赵连

财对村内的板栗树们充满着天然的感

情，他很少去迁西县城和远在福建的两

个儿子家居住，用赵连财自己的话讲“真

是待不住”。因为在他的内心里，只有静

守着这些板栗树，心里才是最敞亮的，内

心才充盈着幸福感。

也正是对栗树存有的这份感情，赵

连财更是珍惜、爱护分布在村里的那些

老栗树。赵连财家就有两棵两个成人才

能环抱过来的老栗树，在精心照料下，老

栗树依然每年收成颇丰。

“很多古栗树由于年代久远，大多

长有树洞，小时候太淘，上树乘凉、掏鸟

窝那是常有的事儿。小时有一次我爬上

一棵老栗树掏鸟窝，树上的一个树洞突

然钻出来一条蛇，吓得我直接从树上掉

了下来。”王全生笑着说，岁数大了，这样

的儿时记忆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

而之于赵连财来说，在那个生活窘

困的年代，在栗子成熟的季节，从树下

捡一把栗子，一群孩子聚一起烧栗子

吃，烧熟的浓浓栗香、烧熟的栗子噼噼

啪啪的爆裂声是一份永远抹不去的童

年记忆。

不仅仅如此，在烽火年代，杨家峪村

的老栗树们也发挥过不小的作用。“抗战

时期，粮食不够，板栗收获的季节，好的

板栗都会被保存下来，用于支援抗战，也

因此发生过很多感人的故事。”赵连财

说，如今，在杨家峪村南梁上，依然完好

保存有一个无名烈士墓碑，默默守望着

和平年代下这个幸福的小村落。

在村民们的眼里，也许今日自己能

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就是对那个年代，对

那些为此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最好的回

馈。

陈昱妗告诉记者，村里的老人都有

一种习惯，即使什么事情也没有，每天也

要到老栗树下转一转，这已经是一种天

然的感情，割舍不断。

“看着这些老栗树每天精精神神

的，每一天的心情都是好的。”赵连财

说。

村里特别制定措施保护老栗树

日升日落间，漫山遍野的栗林让杨

家峪如同天然氧吧，滋养着村民，那些粗

壮的老栗树更是吸引着众多游客的兴

致。“杨家峪村是迁西板栗的主产区，每

年栗花开和收栗子的季节，总能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作为迁西板栗的核心产区，

村子里大小板栗加工企业就有 15 家。”

陈昱妗说。

据陈昱妗介绍，由于老栗树分布广

泛，为了更好地保护老栗树，村里还特别

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对于老栗树实施保

护，不得随意砍伐。2009年建立的“百年

栗林”就是村里对老栗树实施保护的一

项具体措施。记者看到，这些老栗树树

身上也被挂上了相应的标牌。

坐在“百年栗林”中的小石凳上，向

四面八方望去，除了“百年栗林”里的老

栗树，远处的老栗树随时闯入眼帘，枝叶

繁茂，绿意盎然，淡淡的栗花香悠然散布

于全村的各个角落，静待果实累累收获

的季节，为这方水土的人们奉献自己百

余年甚至几百年来，年年不缺席的板栗

盛宴。

立于栗林间，71 岁的赵连财仰望

高大的古栗树，繁茂的枝叶间透出缕

缕阳光。静守着这些老板栗树，赵连

财内心总是充盈着满满的幸福和浓浓

的依恋。

古栗树在平淡岁月里
静享人间烟火

驱车驶入迁西“京东板栗

第一村”杨家峪，绿荫掩映下的

平坦水泥小路指引着车辆一直

驶入这个漫山遍野板栗树覆盖

的板栗村。蓝天白云掩映着满

眼绿意，惬意的鸟鸣，淡淡的栗

花香，古朴的树屋……在这个

村域面积七千多亩的美丽村落

里，覆盖着五千多亩的板栗树，

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栗树就达近

万棵，有的甚至已历经数百年

风雨，这些古板栗树组成的群

落在日升日落的平淡岁月里，

静享着充满酸甜苦辣的人间烟

火。

古树：迁西杨家峪古
板栗群

树龄：百年以上的古
栗树有近万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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