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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千年柿乡”，舟山镇遍

布着众多百年古树，每一棵都诉

说着悠悠岁月的动人故事。

在红柿园村，村民程陈龙正

为自家的古柿树除草。这棵历经

百年风霜的柿树，见证了程家数

代人的悲欢离合，是家族传承的

无价之宝。“这棵柿树，我太公传

给我父亲，再由父亲传给我，已经

有上百年历史。每当结果时，它

的产量能达 200 多公斤。”对程陈

龙而言，精心照料这棵古柿树，既

是生活的需要，更是对家乡情感

的深厚寄托。

在舟山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

在老师、家长及舟山镇民政服务站

社工的陪伴下，正热火朝天地种植

柿树苗。孩子们将新树苗植入园

区，并挂上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

眼中闪烁着期待与喜悦。

学生应鑫睿说：“我们种的柿

树，挂上这个牌子，别人就知道是

我们的啦！”学生应亚颖许下承

诺：“我以后每天都给它浇水，希

望它快快长大。”

舟山镇气候宜人，为柿树的生

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产

出的方山柿品质卓越、口感甘甜，

早在宋朝时期便已成为贡品，如今

更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的

殊荣。舟山镇民政服务站站长吕

海波介绍：“方山柿作为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意义重大。我们通过

组织孩子种植方山柿树苗，让他们

从小了解家乡的特色农产品，传承

方山柿文化。”

据统计，目前舟山镇柿树的

种植面积达 7000 亩，惠及上万农

户。为进一步发挥柿树及其果实

的经济价值，舟山镇积极举办各

类活动，不断提升方山柿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程陈龙开心地分享

道：“举办柿子节是个好主意。柿

子节期间，游客络绎不绝，柿子销

量 大 增 ，我 去 年 就 卖 了 3 万 余

元。”

在舟山镇，古柿树是历史的

见证，新树苗是未来的希望。“千

年柿乡”正凭借独特的方山柿文

化，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

行。谈及未来发展规划，舟山镇

副镇长胡翔满怀信心：“如今，方

山柿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们将

继续加大对老柿树的保护力度，

同时积极推广方山柿文化，深入

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不断促进村

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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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树成致富“宝树”
老树新苗筑就乡村振兴梦

在前仓镇塘头村村口，一片郁

郁葱葱的樟树林，成了一道亮丽的

乡村风景线，讲述着村庄与绿树共

成长的动人故事。

在塘头村，沿着蜿蜒的溪边休

闲绿道漫步，只见道路两侧樟树挺

拔，枝繁叶茂，与绿道相映成趣，构

成一条充满诗意与活力的绿色长

廊。

2012 年，塘头村着眼长远，斥

资五六十万元，在绿道两侧精心栽

种樟树。这些樟树为村庄增添了

绿意，美化了环境，也为村民营造

了一个舒适宜人的休闲空间。此

后，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塘头村陆

续引进罗汉松、梅花、桂花等多种

树木，不断丰富绿植种类，持续为

乡村生态增光添彩。

对于村庄的蜕变，村民们感受

颇深。“村里绿树成荫，一进村就能

感受到宁静与惬意。大家还在房

前屋后种植绿植，摆弄盆景、兰花，

整个居住环境焕然一新。”村民陈

正兵说。

塘头村村干部陈晓芳说：“以

往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如今都渴

望回到家乡，修缮老宅、安心养老，

这是环境改善带来的积极变化。”

树木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塘头村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无

限活力。塘头村毗邻盘龙谷、虎踞

峡两大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

条件，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观

光游玩。

接下来，塘头村将继续深耕

“树”的文章，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陈晓芳说：“接下来，村两委将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计划种植更多观赏

花卉，如杜鹃花、桃花、樱花等，打

造独具特色的景观，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打卡。希望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增加村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大

家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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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承载着生态价值，还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在乡村，一代又一代村民接续种
树，不仅扮靓了乡村，更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3月19日，记者走进前仓镇塘
头村和舟山镇红柿园村，讲“树”那动人的故事。

用多肉造景
点“靓”庭院风光

憨厚呆萌、色彩斑斓的多肉，像是天然的艺

术品，总能轻易吸引人的目光，让人无法抗拒它

的魅力。在舟山镇凌宅村，市民凌兰春打造了一

个属于自己的多肉花园，让庭院有了别样的情

调。

3月19日下午，一个静谧的午后，半掩在云层

后的太阳洒下柔和的金光，为庭院披上了温暖的金

纱。一株株形态各异的多肉，静静伫立在院中，不

言不语，展现着生命的静美。

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墙边那两盆“九尾狐”

多肉。形如其名，“九尾狐”数十根圆润的长枝条

上长满了细密的黄白色绒毛，沿着花盆垂坠而

下，像极了动物毛茸茸的尾巴。它还是个“顺毛

驴”，顺着毛的生长方向去抚摸，绒绒的质感很治

愈，但是逆着方向去摸，则有些扎手。

旁边，“初恋”多肉叶片修长，整体呈青色，但

叶片中透着一层淡淡的粉色，如同晨曦中的霞

光，温柔而不失生机。待日后天气转暖，日晒充

足，“初恋”的叶片逐渐变为粉红色，如同羞涩少

女脸颊上的那坨粉红。而“桃蛋”多肉则叶片肥

厚而饱满，一幅憨态可掬的模样。不远处，“紫

乐”与“阿伦培”多肉并肩而立，各有各的风姿。

“紫乐”形似莲花，叶片由绿转紫，更添浪漫梦

幻。“阿伦培”花型小巧精致，叶片呈姜红色，热烈

奔放。

这些多肉虽然生长在花盆之中，看似柔弱，却

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花盆边，不乏掉落的叶片。拿

起细看，老叶片干瘪起皱，叶根处则有数片新嫩叶

冒出头来，其下抽吐出细密的根须，悄然间完成新

生。新叶紧紧拥成一团，轻轻低语，讲述着坚韧、希

望、生命不息的永恒主题。

“我就是看中了多肉的精致好看和生命力

强，所以入了多肉的‘坑’。”凌兰春说，种多肉不

仅为生活空间增添了绿意和生机，还让她在忙碌

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在弟媳家看见满院子的多肉后，凌兰春便喜

欢上了多肉，一养就是好多年。院子里的多肉数

量也从一两盆变成上百盆。虽然多肉好种养，但

一开始，没经验的凌兰春还是种不好。后来，凌

兰春摸清了多肉的习性，顺利地让多肉度过了寒

冬，这也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信心，隔年就买了几

十盆多肉回家。

“多肉喜欢排水性好的土壤，不能积水，否则

会烂根。所以我按照80%沙子、20%营养土的比

例，配置了种植多肉的土壤。多肉不耐寒，冬天

要移到室内或者大棚里防寒。大部分多肉需要

充足的阳光。早晚温差大、日照充足，多肉的颜

色很漂亮⋯⋯”念起多肉种植经，凌兰春头头是

道。

凌兰春家里做木材生意，原先院子时常用于

堆放货物。自从养多肉后，院子变得拥挤，家里

长辈也不时发些牢骚。但随着时间久了，多肉越

养越漂亮，老人看在眼里，欢喜在心里，也就不发

牢骚了，还时常帮忙浇水。

随着多肉的盆数和种类越来越多，凌兰春家

院子里的风景也愈发动人，时常引得路人驻足观

赏。“不卖，我就种起来自己看看。”面对询问价钱

想要购买多肉的路人，凌兰春总是笑着回应，“养

护了这么多年的多肉，不舍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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