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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柳城县东泉镇大樟村刘家屯荔枝古树群

百年荔枝荫子孙 古树新枝续乡愁
○○全媒体记者 陈粤 周宁

在柳城县东泉镇大樟村刘家
屯，35株超过110岁的荔枝古树
巍然矗立。树枝盘结如苍龙，浓
密的树叶层层叠叠，仿佛撑起了
一把把巨大的绿伞，挡住了烈
日。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好似在深情诉说百年来刘家屯人
与这方土地的故事。

7月3日，记者走进这片百年
荔枝园，只见青绿、明黄与丹红
色的果实缀满枝头。百年岁月变
迁之下，荔枝古树依然焕发勃勃
生机。

“这树啊，比我老多喽！”今
年87岁的村民刘亚房仰望着熟悉
的荔枝树，他回忆，儿时最甜的
记忆就是攀上枝头摘荔枝。“那时
候地里没有种什么值钱东西，听
老一辈的人讲，种下这些荔枝
树，就为了给村里人添条活路。”
曾经，这片荔枝树是刘家屯人重
要的生计来源。

今年50岁的村民刘远定抚摸
着粗粝的树干，思绪飘回年少
时。“读书的时候，我的书本费、
学费，都指望这些树。”在他的记
忆里，古树荔枝价格在每斤2元
至8元间浮动，虽然不算高价，
却稳稳托起了一代代刘家屯学子
的读书梦。这份依托，让守护古
荔枝树成为全村人的责任。

时代的变迁也改变着刘家屯
的这片荔枝园。20多年前，改良
的荔枝品种以其高产、早熟的优
势逐渐占据市场，这些老树结出
的果实不再是村民生存的唯一依
靠。

但守护并未停止，如今，35
株荔枝古树被托付给7户村民精

心管护。村民们定期除虫、科学
施肥，这些看似简单的劳作，
却延续着无限乡愁——荔枝古树
不再仅仅是“摇钱树”，它们早
已化作刘家屯的精神地标，是
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最深的故乡
印记。

2023年夏天，东泉镇荔枝节
的举办，让这片“深藏闺中”的
百年荔枝古树群惊艳亮相。“以前
卖果，现在卖‘景’！”村民刘亚
喜抚着系在树干上的祈愿红绸笑

道。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荔枝古
树园悄然变身为观光胜地、生态
课堂，承载起崭新的使命。

与此同时，大樟村成立了合
作社，以村集体经济形式整合资
源。今年，全村荔枝种植面积已
扩展到1300亩，其中新种面积约
700亩，预计今年全镇荔枝产量
将突破20万斤。合作社不仅致力
于推广新种荔枝，也探索将古树
群的文化底蕴融入品牌，为传统
产业注入活力。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7日
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中
医专家表示，小暑正值“三伏”
头伏前后，气温持续升高、降水
增多，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难
耐，养生防病应从“暑”和

“湿”两方面着眼，注重益气生
津、健脾祛湿。

“中医理论认为，暑多夹
湿，‘暑湿’二邪夹杂，容易引
发许多健康问题。”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医
师赵昕说，小暑节气容易出现
湿邪困脾，脾失健运，导致腹
胀腹泻、食欲不振、恶心呕
吐；同时，暑热最易耗气伤津，
造成心血暗耗，导致血压波动、

胸闷心悸、头晕乏力等，因而这
一时期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期。

“暑邪易伤气阴，此时养生
应以益气生津为首。”赵昕说，中
医提倡酸甘化阴的饮食原则，通
过食用酸味和甘味食物来滋养阴
液，将乌梅、山楂、甘草等食材
煮成的酸梅汤，加入适量冰糖调
味，既能生津止渴，又能滋养阴
液；另一方面，湿邪粘滞，易困
脾胃，饮食还应注重健脾祛湿，
可将薏米、绿豆、赤小豆一同煮
汤食用。

专家提示，夏季昼长夜短，
人体阳气旺盛，宜顺应自然规律
调整作息，建议晚上11时左右入

睡，早上6时左右起床。早起后
进行伸懒腰、活动关节等简单伸
展运动，有助于唤醒身体机能。

“小暑期间入伏，此时贴敷
三伏贴，借助旺盛阳气，可以起
到通经络、温阳散寒、增强免疫
等作用。”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教授郭斌说，首次贴敷前应先试
贴15分钟，无红肿痒痛再使用；
成人贴敷控制在2个小时至4个
小时，儿童控制在半小时至1个
小时，避免灼伤；孕妇、发热
者、皮肤溃烂者、过敏者和严重
心肺疾病患者等人群禁用。此
外，这一时节还可选择艾灸、拔
罐、刮痧等常见冬病夏治方法调
养身体。

○○全媒体记者
周茜 张阳亮

晚报讯 “今年的荔枝
比大米还便宜”“荔枝跌到
白菜价”……近日，在社
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
了荔枝降价的信息。同时
记者观察到，目前市场上
荔枝品种丰富，供应充
足，市民们购买尝鲜，实
现了“荔枝自由”。

7月4日、5日，记者
走访了我市多家超市和菜
市场，看到荔枝已成为果
商主推的水果，而且荔枝
品种多样，除桂味、白糖
罂、糯米糍等常见品种
外，还有情人蜜、鸡嘴等
小众品种，价格也很实
惠。“荔枝刚上市时卖 10
元/斤，现在遍地都是5元/
斤的荔枝。”白沙路一家水
果店的老板龙艳华介绍，
随着荔枝价格持续下降，
销售情况理想，不少顾客
一次性买了很多。

记者走访发现，不同
品种的荔枝价格有所差
异，桂味售价在4元/斤至
5 元/斤，白糖罂约 4 元/
斤，本地品种的荔枝更是
降到2元/斤。此外，一些
小众品种如鸡嘴荔枝，售
价约6元/斤，情人蜜荔枝

约7元/斤。在城中区一家
大型超市内，A级精品桂
味荔枝标价为9.99 元/900
克，虽然价格高于市场普
遍售价，但还是吸引了不
少追求精品的市民购买。

由于荔枝保鲜期短，
一天内调整几次价格的情
况时有发生。5日上午10
时许，记者来到鱼峰区雒
容市场，看到一处果摊上
的情人蜜荔枝标价为 7
元/斤，而到了中午 12时
许 ， 已 降 价 至 5 元/斤 。

“如果下午卖不完，傍晚还
会再降价，尽量当天清
货，明天再卖新鲜荔枝。”
摊主说。

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
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
场主要销售广西产的黑叶
荔枝、桂味荔枝以及广东
高州、湛江产的荔枝，日
均出货量约35吨。其中，
黑叶荔枝批发价已降至 1
元/斤至1.5元/斤，桂味荔
枝批发价为2.5元/斤至3.5
元/斤，鸡嘴荔枝和糯米糍
荔枝价格稍高，为4元/斤
至 4.5 元/斤，仙进奉荔枝
维持在 5元/斤至 6元/斤。
该负责人预测，7月中旬至
8月上旬，荔枝销售将进入
尾声，随着供应量减少，
价格可能会出现反弹。

多个品种大量上市
市民实现“荔枝自由”

桂味、白糖罂、糯米糍等品种
供应充足，价格大幅下降

市民在选购荔枝。

小暑时节防“暑湿”
养生注重益气生津

↑ 村 民
刘亚房从百
年荔枝树下
走过。

← 刘 家
屯的古树上
荔枝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