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北五棵古樟树依然枝繁叶茂，守护着连枝村。

招 聘
因工作需要，拟招聘合同

制工人若干名，具体岗位如

下：绿化养护、会议服务、保

洁、保安。

联系电话：87101715

永康市机关物业管理中心

2017年2月4日

东阳中信诚聘
办公室主任、包装主

管、外贸业务员、跟单员、机
修工、模具工、主办会计。

地址：南马机械工业
园区

电话：13173887858

永康市土豆士餐饮有限公司是一家餐饮管理和餐饮服务同时兼顾的实力
型综合性公司。公司致力于食堂托管、外卖配送、早餐工程、上门宴席和蔬菜配
送。公司拥有2000平方米的中央厨房，是“永康市放心早餐工程”的实施单位，
是一家具有集体用餐配送资格的企业。

新年伊始，永康市土豆士餐饮有限公司诚邀您的加盟。现向社会招聘：早
餐车经营人员若干名，厨师数名，操作工（面点、切配、洗菜、帮工）20名，文员、接
单员若干名，平面设计员1名。

报名地点：双飞路7号土豆士餐饮（站前菜场）
联系电话：15058535889（375889） 89051777 市府网350777

我出钱 你赚钱

因学校工作需要，现招聘厨

师、面点师、锅炉工、帮工若干名，

工资面议。要求:身体健康，年龄

在55周岁以内。

电话:15058587758 金老师

地址:学院南路16号

永康六中食堂诚聘

2017年2月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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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森林火灾，护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
春冬交替，天干物燥，在野外游玩时要避免使用火源，谨防森林火灾！

永康市森林消防指挥部 永康市农林局 永康日报社 宣

花街镇连枝村是我市为数不多的以树命名的村庄。关于村
名的由来，该村谱志记载：“永邑的三十里坑，树生两枝后，又合二
为一，称之为连枝树，这古樟的东面，有个村寨，就叫连枝村。”

谱志中的连枝树，就是长在连枝村口 800 多岁的古樟树，和
该村北口的五棵同龄樟树一起，1999 年被评定为浙江省一级保
护的古树名木。古树从何处来？又为何而种？翻开连枝村谱志，
一个个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带我们进入了古树群的传奇世界。

对于连枝村村民来说，古樟树是

一个无声的历史记录者。

村口连枝树，分别在 1946 年和

1975 年遭到过两次破坏。在连枝村

一带，流行认树为娘的做法（民间传

说，认树为娘可以庇佑刚出生的孩子

健康成长），而连枝树则是大众心中公

认的“樟树娘”。在 1946 年正月的祭

拜过程中，树洞旁边的蜡烛不慎打翻，

连枝树通体着火，伤情惨重。在1975

年，同样发生了樟树不慎被燃之事。

为了不重蹈覆辙，村里出资，用水泥石

灰仿制树身，把樟树孔堵住，防止燃烧

时孔内气体对流，加剧火势。古树后

来就没有再遭到过大火伤害。

然而，前些年一场纷纷扬扬的大

雪，再一次敲响了连枝村的护树警

钟。由于积雪厚重，东面那棵背对大

寒山、龙潭里水库大坝的樟树被压断

了枝丫，至今依然可以看到枝丫被撕

裂的痕迹。为此村民在农林技术人

员指导下专门砌坎保护，为古树培

土。采访中，记者特地请支书一起拿

卷尺量了一下这棵树的胸围，嗬，足

有680厘米！

据悉，连枝村两委已把古樟园提

档升级工程摆上日程，方案正在设计

中，市农林局专业人员也进村对“一

树一策”如何保护古樟进行了指导。

十多年前，村里开展“三清四改”时就

对古樟园进行了改造，建起凉亭、石

板凳、溪流、平安庙等基础设施，至今

竹凉亭已破败。新年，村里希望通过

提档升级，把它改造成独具连枝村特

色的自然人文景观。陈世忠说，这一

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樟树，另一

方面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连枝村古

树文化。

叩访古树名木叩访古树名木
永康市农林局永康市农林局

永 康 日 报 社永 康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

一村平安“守护神”枝生连理传美名

连枝村古樟公园开始提档升级

□记者 陈爱姝 陈慧

古樟林，村庄曾经的“守护神”

连枝村口，一棵苍老遒劲的连枝

树独倚八角亭；连枝村北，五棵枝繁叶

茂的古樟树守立在村庄后面桃花园

畔。关于这六棵樟树的由来，连枝村

众说纷纭，广为流传并普遍被接受的

说法却只有一种：它们是古人种的，主

要用来防风固沙。

连枝村谱志主编胡连法向记者讲

述，连枝村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北朝山

坳，山坳口水潭就是现在的龙潭里水

库。一千多年前，水库还没有筑坝，也

没有防风效果，所以风穿过水库后就

直逼民房。当时屋顶盖的是瓦片，没

有水泥屋顶来得严实，再加上山风特

别紧，瓦片老是被吹得噼里啪啦起起

落落，甚至被风卷落摔碎，留下了漏雨

漏雪的隐患。

为了杜绝这些隐患，村民们合议

后，在村北和村口种起了植物，希望借

树林削减风力，达到保护民房的目

的。近年来，水库堤坝加高加固，基本

不存在防风困难的问题，再加上村民

生活条件好了，造起了一栋栋坚不可

摧的楼房，樟树林的角色慢慢转换，变

成了村民们休闲的场所。村民们都说

这 6 棵古樟远不止悬挂的一级保护牌

上写的810年树龄，该有上千岁了。

“连枝村原名叫溪头，因龙潭里溪

源头而得名，以前村里办有一所溪头桥

中学很有名，现已在市教师培训基地。

溪头村后因村口古樟枝生连理而改名

为连枝村。村后的樟树林更是孩子们

玩耍好去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

只有七八岁的时候，就常约同伴到樟树

林里，夏天在树底下乘凉捉知了，秋冬

时节绕着大树捉鸟逗松鼠。”村支书陈

世忠说。一直以来，他们还流行一种永

康话叫“取侬家”的游戏，或用石头枝丫

画房子，玩跳房子等。说起这些游戏，

村里的老人都觉得非常熟悉亲切。

在饥寒交迫的年代，小孩有时还

会卖樟树籽补贴家用。胡连法说：“每

年秋天，樟树都会结出密密麻麻的籽，

掉地上扫都扫不过来。”孩子集体到樟

树底下收樟树籽，收得乐呵呵的。“拣

起来的樟树籽可卖几分一斤呢！”陈世

忠说，当年孩子们利用樟树籽“生财”，

冬日里还会清理枯枝落叶当柴禾。

记忆中樟树林里不只这五棵，其

中一棵遭雷击只剩一爿，枯了。边上

还有两棵苦槠树，树上会长一颗颗圆

圆的苦槠，正值饥荒，村民们兴奋地摘

苦槠放水里煮，这是他们铭记心中的

美味。当时村里条件艰苦，两棵苦槠

树还有一棵樟树后来被砍了。“那时没

有条件也不懂保护古树。”说起古树

被砍伐变卖，村里老人唏嘘不已。

古树文化薪火相传，古樟园保护古木

连枝村口的古樟树连枝村口的古樟树，，生两枝后又合二为一生两枝后又合二为一。。

樟林不远处樟林不远处，，就是龙潭里水库加高的堤坝就是龙潭里水库加高的堤坝

和绵延的大寒山和绵延的大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