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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浙江有礼 益满丽州

许下爱的诺言
开启甜蜜生活

我市68对新人在七夕领证

作为亚运会期间的重点景观植物

之一，如何让永康城的紫薇花盛放在9

月？最近，市园林管理处正在做一件

重要的事：花期调控。

花期调控，也叫催延花期，就是采

用人为措施使观赏植物提前或延后开

花，可以通过修剪、摘心等技术来实现。

8月22日，市园林管理处组织辖区

内 11 个标段养护公司负责人，以理论

培训+现场教学的形式，开展紫薇花花

期调控培训。这也是我市在绿化养护

中首次开展花期调控。

负责此次培训的是浙江绿环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总工、事业

部副总陶晓勇。此前，他专程两次前

往杭州学习紫薇花期调控技术。

“紫薇是新枝开花植物。如果在

第一次开花末期及时剪除所有花序及

幼果，去掉顶端枝叶，阻止紫薇正常结

果，在环境条件适宜的前提下，就可以

促进新枝萌发、花芽分化。”在城区望

江路的紫薇树旁，陶晓勇一边示范如

何修剪，一边讲解原理。

“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

风”是诗人白居易对紫薇的赞美。

紫气东来，诸事呈祥，是现代人

对一株热情洋溢的紫薇寄托的美好

寓意。

紫薇在我国有 1700 多年的栽培

历史，是优秀的观花树种，具有很强

的防尘防污能力，能分解二氧化硫等

有毒气体，释放氧气、净化空气，被广

泛用于公园绿化、道路绿化等城市景

观建设之中。尤其是在缺少木本花

卉的炎热夏季，紫薇的地位便显得尤

为突出。

据了解，紫薇通常只在夏季开一

次花，盛花期约为30天。通过摘幼果、

整枝头、剪花序以及水肥管理等方式，

再度绽放的紫薇花序将更长、花量更

加饱满。

“看陶总工这么一修剪，树形确实

不一样了。”市园林管理处经济开发区

区块负责人林丽娟表示，之前侧枝、主

枝比较凌乱，修剪后树形就美观大方

了。她回去以后会组织机动队统一修

剪，以期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

眼下，我市大部分紫薇已处于盛

花末期，而剪除残花枝必须在紫薇未

结果或幼果时，若是果实成熟后修剪，

紫薇将不会再次发芽分化。因此，为

了实现紫薇花的二次盛花期，本月市

园林管理处将对辖区内 3000 多株紫

薇树进行一次精细的“小手术”，完成

抹芽、修剪工作，同时做好根部施肥、

叶面追肥、花期补水、缺水干旱处理、

病虫害防治等步骤。

让我们期待，紫薇花穿越盛夏的

热烈和初秋的锦绣，在 9 月下旬亚运

期间重绽枝头。

融媒记者 颜元滔 池欣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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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至，打枣忙。眼下正是初秋时

节，象珠镇官川村的牛背陇京枣已挂满

枝头，密密麻麻的大枣与树叶混在一

起，一颗颗沉甸甸的枣子压弯了枝头，

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果香。

“今年气候条件好，种枣这么多

年，还没有哪年像今年这么丰收的。”

忙着打枣的村民们，说话间都透出丰

收的喜悦。

8月24日，记者了解到，该村种植

的牛背陇京枣处处透着“神奇”。“神

奇”之一是该品种大枣鲜果因入口偏

硬，更适宜煮后吃，煮后无壳整体呈肉

桂色，吃起来也是软软糯糯。

“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看着家里

人将枣摘回来统一放至祠堂煮透、晾

晒，最后由家家户户售卖。”官川村村

委会成员胡银武说，听家里老人说，

以前牛背陇京枣还曾被当作贡品进

贡朝廷。《永康官川村志》记载，自元

建村至今历经 600 多年历史，牛背陇

京 枣（双 仁）一 直 是 官 川 的 独 有 特

产。目前，该村还保留少量双仁的牛

背陇京枣树。

在枣树旁，记者看到已生出不少

枝苗，这些枝苗不断延伸将成长为一

棵独立的枣树，而这也是该村家家户

户都种枣树且越种越多的原因。“本

土生长的树种因对生长环境的熟悉，

会生长得更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林业技术和种苗推广站站长应尚

蛟说。

除了枣的独特外，枣树也有其独

特之处。在与村民的交谈中，记者了

解到，因牛背陇京枣味道鲜美，不少

人想移植，但种出的大枣与官川村

的牛背陇京枣口感相差甚远，果皮

还带点青丝。针对这一现象，应尚

蛟分析：“枣树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

生长出的果实口感差异较大，与地理、

气候条件有较大关系，且与种植方法

也分不开。”

在官川村，牛背陇京枣对村民有

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前我们听村

里的老人说，家里如果有人得了‘打

摆子’，吃 7 个枣子就能好。”村民胡合

作说。但该说法因时间过去久远且

只是听说，真假尚且难以论证，但是

用牛背陇京枣酿造的枣头酒，是产后

妇女活血的一大补品。对于枣头酒

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讲究，需要先将晒

干后的枣干重新放入锅中，加适量水

进行焖煮，让水分充分进入枣中，再

将其倒入黄酒内，浸泡一段时间便可

食用。

据《永康县志》记载，在明正德年间

便已将枣列为永康物产。现如今，牛背

陇京枣俨然成为官川村的一项重要产

业，也是村民增收的途径之一。

胡银武说，官川村有 700 余户，几

乎各家各户都种有枣树，其中枣树数

量达 30 棵以上的就有 40 余户。按照

今年的收成，一棵枣树普遍能结出 75

公斤左右的枣子，5 公斤鲜果晒 1.5 公

斤枣干，其中鲜果售价每公斤 20~30

元，枣干每公斤100元。

“目前，真正形成产业且拥有特

产姓名的枣子在全国仅 700 多种。家

家户户‘单打独斗’，不仅难以发展产

业，降低村民种植积极性，还会导致

这一传统种植业技术的失传。村里

可以在林地、园地上发展牛背陇京枣

产业，形成种植、采摘、加工、销售完

整产业链。”应尚蛟建议官川村可将

流传千年的传统产业发扬光大，以产

业发展带动乡村发展，实现共同富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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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采摘枣子

曾是贡品 煮后无壳整体呈肉桂色

官川牛背陇京枣浑身透着“神奇”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卓一） 8 月

22 日，西溪镇社工站联合市助学团、市

平安志愿者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开展

党建暖心之“助学筑梦 向光而行”活动，

助力困境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当天，社工们先后前往西溪镇壶山

新村、棠溪村、上马村和义门村，上门了

解困境学子的学习情况和生活环境，并

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社工们来到吕同学家时，映入眼帘

的是满墙的奖状。收到爱心助学款时，

吕同学眼里的光好像更加明亮了。他

说，将会珍惜这份爱心，努力用更好的学

习成绩回报帮助过他的人。

随后，一行人前往陈同学家走访并

发放爱心助学款。记者了解到，陈同学

父亲已去世，现在与妈妈、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一个多月前，社工们了解情况

后，专门为其制定了帮扶计划。

当天，一行人先后走访了 4 名困境

儿童，共发放爱心助学款5400元。活动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诠

释爱的力量，点燃困境学子的希望之火，

努力让更多孩子拥有美好的未来。

诠释爱的力量
点燃希望之火

西溪镇社工站
为困境儿童送上爱心款

本报讯（融媒记者 施俊涛） 8 月

22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最浪漫的当然是收获甜

蜜的爱情。

一大早，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比往

日忙碌不少，等待登记的新人已排到了

20多对。

为了让自己的结婚登记更具仪式

感，市民包谕慈特地披戴了头纱，并带来

相机全程拍摄记录。“七夕节，爱人之间

会用各种方式表达爱意，对我来说结婚

证就是最好的礼物。”当天，包谕慈收到

了丈夫送的鲜花和礼物，但最合心意的

还是手中的那本红色结婚证。

市民胡裔炜刚刚办完结婚手续，他

和妻子高兴地向记者展示崭新的结婚

证。“我们真的非常幸运，今天早上临时

过来看看能不能预约，没想到真的预约

上了，还顺利领到了结婚证。”说话间，胡

裔炜不由自主地看向妻子，两人四目相

对满是甜蜜。

胡裔炜说，他们都是从意大利留学

回来的。当天准备好好去吃一顿意大利

餐，让这个日子更有意义。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

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在《结婚誓词》

中，新人们庄严许下爱的诺言，开启甜蜜

的婚姻生活。

工作人员介绍，七夕是定格幸福的

好日子，当天共完成结婚登记 68 对，是

平时的近5倍。

新人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