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乍暖还寒，崇明港沿镇园艺村生机盎然。
“凌波仙子”水仙迎春绽蕊，“木之君子”黄杨
四季常青，不负“花果林木之乡”盛名。黄杨产
业伸枝展叶，乡村振兴开花结果，园艺村要在
世界级生态岛谱一曲“黄杨礼赞”，为 !"!#年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添芳华。

花果林木 名扬海外
一株高达 $米的黄杨树，中央的叶球亭

亭如盖，而根部则分出 #%枝条，向上生长错
落有致，逐渐在顶部合拢，犹如年幼的子女依
偎在母亲身旁。去年，港沿镇举行首届“最美
黄杨”评比大赛，园艺村这株“大地之子”荣获
一等奖。
“园艺村有三宝，黄杨、水仙和花草”，一

句顺口溜道出园艺村的特色。早在上世纪 &"

年代，“施家花厢”水仙就以金盏、银台、玉玲
珑之美扬名海外，到上世纪 '"年代，园艺村
抓住观赏苗木市场兴起的机会，大面积种植
造型黄杨和罗汉松，结合本地风土人文，逐渐
形成“崇派”“瀛洲派”的造型风格。
而今，全村 '("户村民中，有 )'$户种植

黄杨，种植规模达到 *+""多亩，*"年以上树
龄的黄杨有数万株，最长树龄超过 !""年，吸
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慕名求购，全村造型
黄杨年销售收入达 &"""万元，是名副其实的
“黄杨村”。

去年，园艺村入选创建全市首批乡村振
兴示范村，正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黄杨
种植区合作，加强育苗研究，优化栽培技术，
探索木雕根雕技艺，挖掘药用价值，延长黄杨
产业链。

大地艺术 全域公园
冬不改柯、夏不易叶，黄杨被称为“木中

君子”。李渔在《闲情偶寄》形容黄杨“每岁一
寸，不溢分毫，至闰年反缩一寸”，以木喻人之
谦逊。
“黄杨文化的精髓，是朴实、坚韧、自强、

创新的品格。”园艺村负责人邱翠礼介绍，正
在建设的黄杨馆，将挖掘人文故事，展示黄杨
种植历史、栽培技艺和乡土民俗；还将开展
“最美黄杨人”评选，弘扬老工匠、老艺人的匠
心和技艺，扶持培养青年传承人。“近年，我们
在中小学开设了花卉园艺特色课程，传承黄
杨文化和造型技艺。”
从大港公路口，一条慢行体验步道“大地

艺术环”串联起黄杨驿站、紫藤水居、黄杨课
堂等景致，赵公堤、砖瓦艺术园古色古香。经
过生态治理的东沟、跃进河清澈见底，辅以木
栈道、亲水平台，形成“园在村中、宅在园中”
的全域园艺公园。
园艺村延续乡村田园、庭园等自然景观，

通过理水、顺路、整田、育林等风貌引

领，完善“水成系、路成环、田成块、林成网、宅
成景”格局，开展环境治理、保护和修复，让花
村、花溪、花路、花宅缤纷而至。

有园有艺 农创下乡
这个春节，“清宁居乡宿”格外热闹。青砖

为底的门头，黛瓦、石磨、木片镶嵌其中，宽阔
敞亮的院子中央，有竹亭，竹亭顶上茅草随风
摇曳。竹亭旁，有现场做酒酿、崇明糕、圆子和
爆米花的农户，让游客感受乡趣。如有兴致，
还能亲手制作黄杨造型盆景，过一把园艺瘾。
“我在市区工作和生活，每次回到故乡，

都让我重拾一份童真和静谧。”“%"后”黄丽华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感叹家乡日新月异变化
的同时，也希望将这份乡愁分享给更多人。

目前，园艺村为进一步打响黄杨产业知
名度，开设了创新创客基地———邀请国内盆景
专家举办黄杨知识普及班、造型技艺班、栽培
技术班，还与日本盆景大师对接成立工作室。
“有园有艺，游园游艺”。植入现代创意和

休闲体验，打造黄杨主题民宿，配套餐饮、商
业、手工坊、休闲吧等，园艺村力图通过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黄杨产业基地、
创意展销服务中心和特色农业集聚中
心———宜居、宜业、宜游，遵循生态岛的乡村
风貌，结合园艺村的产业特点，讲好黄杨故

事，留住市民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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