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街镇金湖村连枝
自然村依偎在大寒山脚
下，毗邻龙潭里水库。该

村历史悠久，据考证，最早可追溯至
北宋之前，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村内
有六棵古老的樟树。其中，一棵樟
树的一根树枝分而复合，连枝同本，
村庄因此而得名。

当地村民对这些古樟有着深厚
的感情，它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
的回忆，也在岁月流转中见证着村
庄的发展和变迁。4月9日，记者探
访了连枝自然村，倾听这片土地与
古樟树久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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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枝自然村的古樟不仅仅是

自然景观，更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

村民的情感记忆。对于年长的村

民而言，这些樟树是童年时的玩耍

场所，是夏日里纳凉的庇护所，是

无数次家长里短的见证者。

如今，连枝自然村的年轻人

虽然外出打拼，但每当他们回到

家乡，依然会到古樟树下坐一坐，

听 听 长 辈 讲 述

往 昔 岁 月 ，

感受这片土地的温暖。“我年纪大

了，每当回到村里看到这些古樟，

记忆就会变得格外清晰，年少时

的 那 些 场 景 好 像 又 浮 现 在 了 眼

前。”村民陈康海说，因为这份情

感 ，他 甚 至 把 微 信 昵 称 改 成 了

“古樟园”，希望这些古樟树能一

直陪伴自己。

近千年的古樟见证了村庄的

变迁，承载着历代村民的记忆与

情感。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古

树不仅是自然界的奇迹，也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连枝自

然村的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

着这片古樟树林，而这些苍翠的

树木，也在默默地见证着村庄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

天，连枝自然村的这片古樟树群显

得尤为珍贵。无论村庄如何变化，

无论时代如何更迭，这片古樟树的

故事，将会在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

中，延续下去。

融媒记者 桂荣超

承载世代情感记忆

由于年代久远，这六棵古樟

究 竟 是 谁 种 下 的 ，已 无 人 知 晓 。

关于它们的来历，连枝自然村的

村民众说纷纭。92 岁的村民胡明

书告诉记者，老一辈人口口相传，

并且现在最广为流传且被普遍接

受的说法是，这些古樟是祖先们

为了防风固沙、庇佑子孙而栽种

的。

连枝自然村地势较为低洼，北

面群山环抱，山间的龙潭里水库终

年蓄水，给村庄带来了充沛的水

源，但也带来了强劲风势的挑战。

尤其是在过去，村里的房屋多为瓦

房，屋顶的瓦片常常被大风吹落。

为了抵御强风，祖先们选择在村里

种植樟树，希望这些树木能够在未

来成长为坚固的屏障，保护村庄免

受风害。

这些古樟不仅为村庄提供了

庇护，也成了村民生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胡明书回忆，他小时候，

每当夏天总会和小伙伴们在古樟

树下玩耍。大人们则喜欢坐在树

荫下乘凉，即便是邻村的老人，也

常常特意来到这片古树下，享受古

樟带来的清凉。

古树“身世”口口相传

摇身一变休闲公园

如今，在这片古樟树群中，年

纪最大的樟树已有 820 多岁，依然

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为了更好地

保护和利用这片珍贵的自然资源，

连枝自然村专门修建了香樟古树

文化公园。公园占地面积 3300 平

方米，六棵古樟树中的五棵屹立其

中。这些樟树均已被认定为一级

保护树木，是村庄历史文化的重要

象征。2023 年初，该公园被浙江

省林业局认定为第一批浙江省古

树名木文化公园。

值得一提的是，在修建公园的

过程中，村民们特意保留了古樟树

的自然生长状态，没有为了方便施

工而破坏地形。金湖村村监委主

任胡振加介绍，公园内的地势高

低起伏，这种设计并非偶然，而是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古樟树。如果

强行将公园地面全部铺平，可能

会影响古树的根系生长，因此他

们在修建公园时采用了阶梯式的

设计，使得公园与古樟树群能够

和谐共存。

历史的见证者与村民的庇护所

6棵古樟树守护连枝

香樟古树文化公园一角

连枝村连枝村

近日，龙山镇后宅村迎来发展新契机。

该村以特色绣品工艺与横店影视城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这次合作犹如一阵春风，将为

后宅村带来勃勃生机。

据了解，后宅村绣品工艺独具魅力，但

近年来由于销售渠道等问题，发展受限。村

里与横店影视城携手后，将为绣品打开更广

阔市场，带动村民增收，村里的文化手艺人

和绣艺女工们也将迎来就业新机遇。

融媒记者 卢俊龙 文 陈维坚 漫画

绣品遇上影视文化

“针”功夫绣出
共富新愿景

本报讯（融媒记者 陈可睿） 4 月 8 日，

唐先小学组织一至三年级400余名学生前往

象珠镇雅吕村开展研学活动。

在文化体验环节，学生们有序前往雅吕

村党群服务中心大会堂，跟随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学习剪纸技艺，与手中的红纸“对话”。

学生胡梓琪兴奋地说：“我感受到了剪纸的魅

力，玩得非常开心。”

午后，学生们漫步在磻溪长廊，伴随着

潺潺流水声，领略雅吕村的独特风貌，感受

古朴民风。此外，唐先小学还组织了一系

列趣味挑战活动，呐喊声、助威声回荡在雅

吕村上空。

唐先小学教师楼珠华说：“雅吕村不仅

是一个历史文化古村，还是非遗研学基地。

希望通过此次研学，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了

解非遗的窗口，为非遗传承培育新生力量。”

在雅吕村邂逅非遗

小朋友乐享研学
传承非遗文化

本报讯（融媒记者 施俊涛） 近日，东城

街道兰街村春兰劳动实践基地迎来一批“大

朋友”。

在实践基地入口处的训练场上，一套崭

新的十字钢架架设在草坪上。救援队员们

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绳索升降、绳索营救、过U

型绳索等各项训练项目中。

“练这些可以增加救援队员的体能，对

救援队来说，只有多练技能，才能在救援时

候多快一秒。”市慈善总会雄鹰应急救援队

秘书长施凌柯说，此次训练主要是为了提升

救援队员在大倾角斜坡及悬崖环境下的应

急救援能力。

除了绳索训练，救援队员还肩负着另一

项重要任务——通过训练测试为绳索钢架

进行安全评估。他们从专业角度调整了绳

索的位置、长度，完善相应的安全设施。“高

度也够，初级绳索训练没问题，对于小朋友

体验来说完全够了。”施凌柯说。

春兰劳动实践基地负责人徐东海说，

此次合作是双赢的，基地提供场地作为专

业训练基地，救援队则帮助检验设施是否

安全。

在兰街村大展身手

救援队实战训练
提升救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