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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谈必行
通讯员 梅晓宇 文
记者 王锐 摄

18日，新北区孟河镇树新村
“大树脚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开工。今年年内，一座占地约
7000平方米的公园将出现在浦
河沿岸。

对树新村村民来说，这座公
园有着特殊的意义，园中将展示
一棵百年银杏的根雕。“它是我们
树新村的根，把根留住，就留住了
历史和乡愁。”村民周连昌说。

百年陪伴守护
一个村庄有一棵树

树新村，就是因这棵长在浦
河边的银杏树而得名。

根据1956年政府部门档案
记载，此树生于600多年前，长
成大树后该村因此得名大树
村。在记载时，此树仍树干端
正、枝叶整齐繁茂。

今年78岁的周连昌从小就
在这棵古树旁长大，记忆里保存
着大树的种种画面：四五个人张
开双臂才能合抱；乌鸦、喜鹊争
相在枝头做窝，小伙伴们爬树掏
蛋，有时会遇见松鼠；秋天落叶
时，树下一片金黄，白果能捡整
整16篓……“我从小就听老人
讲大树的传说。逢年过节，大家
还会在树下祭祖、祈福。白果树
守护着村庄，在我们心里是美好
的象征。”

后来，在极端天气等各种因
素影响下，大树开始断枝、枯萎，
白果越结越少，终于在30多年
前倒掉，只剩下硕大的树根，固
执地守在浦河边。

树根制成根雕
乡村公园留住乡愁

去年，树新村委规划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时，首先想到的就是
这棵标志性的大树，因此将项目
命名为“大树脚下”。“虽然只有
树根，但它对村庄意义特殊。建

设美丽乡村不应该铲掉它，反而
要用更醒目的形式延续它的历
史。”树新村党总支书记蒋宏程
说。

正在开工建设的公园地块
中心区域，银杏古树的根雕作品
已经基本完成。树根脉络古朴
而苍劲，仿佛有着强大的生命
力。将来，往来游客入村即见根
雕，从而了解和记住树新村的过
往。

大树旁原本是一片老住宅
和杂树林，已荒废30多年。如
今围绕根雕，7000平方米的地
块被设计成富有江南特色的开
放式公园，预计投资超过300万
元，将在今年年内建成。

按照规划，公园中心区域外
围有约2.5米宽的有氧环线彩色
跑道，还配备坐椅、健身设施
等。公园里分区种植10多种树
木，一年四季有不同风景。

村企合力赋能
“大树脚下”惠民一方

树新村人民公园是“大树脚
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第一项
项目。蒋宏程透露，未来还将在
公园旁边建设树新村为民服务
中心和树新村活动中心。

作为一个村域面积2.8平方
公里、户籍人口不到3000人的

“小村”，树新村近年来以盘活资
产资源为抓手，提高自身造血能
力，集体经营性收入大幅提高，
不断践行造福于民的初心。“大
树脚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总投
资预计超千万元，主要由村委自
筹、项目申报和村企合作共同实
现。随着项目开工，树新村美丽
乡村建设也正式开启。

“项目完工后，浦河沿岸将
形成一幅树新村滨水画卷。保
留文化特色，再现江南风貌，丰
富惠民设施，营造公共景观，打
造宜居乡村。”蒋宏程说。

因一棵600岁的银杏树而得名的孟河镇树新村

把“根”留住，美丽乡村再绘滨水画卷

本报讯（记者 殷雯馨） 日
前，新疆尼勒克县卫健系统医疗
骨干赴武进跟班学习欢迎仪式
在武进人民医院举行。武进人
民医院和武进中医医院对15位
跟岗学员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
们尽快融入到专业科室，武尼双
方能深入开展交流互动，共同进
步。

自入疆以来，第十一批江苏
援伊·常州（武进）工作组全心全
意开展医疗对口支援工作，不仅
选派20余名医疗业务骨干赴尼
勒克柔性支援，还从尼勒克选派
数批医务人员赴武进进修学习，
帮扶受援地医疗机构在卫生管
理、医疗质量、学科建设等方面
全方位提升。

尼勒克县卫健系统医务骨干

赴武进跟班学习

■本报记者 龚励 王锐
图文报道

茅山东麓群山连绵，草木
葱茏、竹林苍翠，闻名遐迩的茅
麓茶场就坐落在此。茶场前身
是纪振纲1917年投资兴办的
茅麓农茶公司，“实业救国，兴
我中华”是他报国情怀的真实
写照，“做企业就是做文化，做
产品就是做人品”则是当代茅
麓茶场人继往开来实现梦想的
不变宗旨。

“山还是那座山，茶还是那
片茶。时光穿越百年，我们将
携手奋进，持续擦亮‘茅麓茶
场’品牌，让这家百年老字号茶
香飘四海。”常州市金坛茅麓茶
场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柳松告诉
记者。

年出圃1000万株
良种茶苗

茅 麓 茶 场 面 积 1026 公
顷。2003年10月，金坛市茅麓
茶场在全省农林场圃系统率先
整体改制，成立常州市金坛茅
麓茶场有限公司，同时组建江
苏茅山青锋茶叶有限公司。公
司拥有茶园365公顷，有龙井
43、龙井长叶、福鼎、浙农113、
舒茶早、迎霜、碧云、乌牛早、元
农绿、白茶等 50 多个茶树良
种。

“茶场改制后，公司加快优
质无性系良种茶的引进、繁育
和推广，建成国家级茶树良种
繁育示范场，每年可出圃1000
万株良种茶苗。”王柳松告诉记
者，茅麓茶场目前已建成高效
生态复合优质高产绿色食品茶
叶示范园66.7公顷。同时，公
司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技术革
新、提高产品质量，建成全省最
大的名优绿茶清洁化连续机械
化加工生产流水线及生态园式
加工生产基地；成立金坛区茶
叶经济合作社，以江苏茅山青
锋茶叶有限公司为龙头企业，
制定《茅山青锋茶生产技术规
程》江苏省地方标准，开发机制
名优茶，依托“金鹿”牌茅山青

锋品牌优势，成为集“公司+基
地+农户”名优茶生产、加工、销
售、茶文化为一体的茶叶产业
化经济合作组织，通过订单收
购鲜叶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建
立基地670公顷。

“茅山青锋”闻名全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茅麓
旗枪茶获省优质产品称号，茅
麓茶场大力研制功夫红茶及红
碎茶专供外贸出口，红碎茶四
套样茶先后获省优、部优产品
称号。

近年来，茅麓茶场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先后申请注册“金
鹿牌”“茅山青锋”“茅麓旗枪”

“国农图案”“茅麓红”等商标，
茅麓旗枪茶炒制技艺入列常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1
月，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
播放了纪振纲与茅麓茶场红色
文化的故事。同年，江苏省作
家协会会员、作家赵柳方发表
《茅麓茶场的“不老松”》一文，
记录茅麓茶场改制后的发展成
果，百年老场品牌更加深入人
心。

如今，茅麓茶场已发展为
全国十大茶场之一，集茶叶生
产、社会事务管理于一体。多
年来，茶场不断探索发展路
径，积极改造低产茶园、拓植
优质良种茶园，精心研究和提
升生产制作工艺、制定标准化
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积极开拓
市场，在南京、常州、镇江等地

开设经销点，赢得了消费者青
睐。

助推常州茶产业创
新发展

为不断提升茶叶品质，茅
麓茶场与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
合作，对茶树品种的选育、栽
培、节水灌溉、肥培管理进行全
流程指引。“我们把专家请进
来，现场传授技术、指导操作，
用他们在科研、信息、科技等方
面的优势，帮助茶场提升科技
水平、提高产品质量。”

在王柳松看来，茶场存在
的意义在于不断为消费者提
供物美价廉、营养健康的茶
叶。为契合市场发展，茅麓茶
场悉心研制，提升茅麓旗枪
茶、茅麓珠红茶、茅山青锋茶
制作工艺。

同时，茅麓茶场通过互联
网、展销会、博览会等，不断扩
大茅麓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开设电商渠道，搭建销售网络，
有效拓宽常州茶叶的销售渠
道。

“茶场在抓好茶叶质量和
自身建设基础上，积极带动周
边茶农致富，联结茶农300多
户，让茶农年均收入增加1000
元以上，有效助推常州茶产业
创新发展。”王柳松说。

茅麓茶场：百年老字号，茶香飘四海

树新村人民公园效果图

制作根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