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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从春龙

“桲椤”如今踪迹难寻

记者采访了解到，“桲椤”其实是槲树
的叶子，因槲树又称桲椤树、大叶桲椤、槲
桲椤等而得名。因这种树现在零星散布于山
间，原料得之不易，包起来也费力，所以市
场上已越来越少见。

虽然现在难寻“桲椤”，但在日照，仍
有一些以“桲椤”为名的村庄还能觅到桲椤
树的踪迹。比如东港区陈疃镇桲椤汪村、莒
县陵阳镇桲椤沟村。

6月12日，记者来到莒县陵阳镇桲椤沟村
一探究竟。《重修莒志、民氏志》载：李氏明末
由本省长山县迁莒，居水由村。一世失名，
三世管。四世孟德。五世玉焕，玉任分支，
玉焕迁居后江庄，后分住桲椤沟。殷氏相继
迁入，因村周山沟广植桲椤。取名桲椤沟。

在村口的水泥路上，记者遇到正在晒麦
子的村民殷世东。“我们村名桲椤沟，就是
这么来的。记得我小时候，屋前屋后都是桲
椤树，东边的四姑山上也都是，那时候还调
皮爬到树上摘橡子玩。”54岁的殷世东提起
小时候的景象记忆犹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树木被纷纷
砍伐，连山上也几乎砍得精光，桲椤沟已经
名不符实。山上的桲椤树是后来自己发出来
的。前两年，四姑山进行了封山育林，树才
渐渐多了起来。殷世东说，村民嘴里的桲椤
树分两种，一种是小叶桲椤，一种是大叶桲
椤，他们也叫槲桲椤，就是包粽子用的那
种，两种往往相邻而生。现在山上的多是小
叶桲椤，大叶的在山上已非常分散，除非有
经验的村民，一般很难找得到。

记者在村民的指引下，经过几番艰难的
攀爬寻找，终于在四姑山的东麓发现了这种
“粽子叶”，隐藏在一片茂盛的松树林中。
76岁的村民王安田说，他小时候一到端午
节，就到山上采叶子，洗干净了，裹了糯
米，用稻草绳一绑，下锅煮上几个小时。闻
着粽子叶香直流口水。“那时十里八村的村
民都到山上来采叶子。现在树少了，也都嫌
麻烦，往往都是买粽子吃。但味儿不一样，
桲椤叶的粽子更香，用完一次把桲椤叶洗净
晒干，还能包第二次。”王安田说。

市场销售的多来自沂水

据东港区林业局林业站负责人介绍，这
种树学名叫槲树，也叫桲椤栎，是壳斗科、
栎属的一种。而与其相伴而生的“小桲椤”
其实学名叫麻栎。

槲树的分布非常分散，往往散于山间、
也很难连结成片。除了桲椤沟村外，东港区
陈疃镇的上蔡庄村后的山上有一棵直径七八

厘米的槲树，算是比较大的了。另外，在五
莲县的一些山上，也零星分布着一些。在诸
城、沂水等地，有成片的桲椤树，端午节市
场上销售的桲椤叶，有不少都是来自沂水。

桲椤叶呈手掌形，包粽的时候，一般要
先将两片叶子头头相对，放上糯米，包成长
条形。两个长条形拼成一对，用稻草或棉线
绑起来，比苇叶的三角形粽子要麻烦一些，
不熟练的人包了往往会破开。年轻人学起来
比较麻烦，桲椤叶也比较难找，所以现在能

吃到的桲椤粽越来越少了。
记者了解到，桲椤叶不仅味道香浓，而

且对人体也有很多好处。据《本草纲目》记载：
槲叶，气味甘、苦、平，无毒，具有止血、止渴利
小便的功效。可见至少在明代以前，人们已经
经常与槲叶打交道，不但利用它作食品包装
或加工材料，还扩展到医药领域。再比如桲
椤叶的生长规律是“新芽不发旧芽不落”，
含有香火代代不绝的寓意，因此在民间有的
地方更是被广泛作为吉祥物来使用。

槲叶含有丰富的类黄酮、绿原酸、鞣质
等多酚类生理活性物质，具有独特的防腐和
保健功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槲叶
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食品包装材料风靡日
本。日本的民众称之为柏叶，有长命百岁之
意。每年的男孩节，大家都要食用一种名叫
“和生果子”的食品，其包装必须使用槲
叶，用槲叶包装的“和生果子”，不仅显示
了传统和吉祥，更重要的是给食用者一种心
理上的祝福。

□见习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我今天一上午就卖了20

多只荷包，不光老年人喜欢，年轻人买的也
不少，端午节图个吉利吧。”6月14日，陈为彩在
日照路的摊位前忙得不亦乐乎。端午节到了，
陈为彩把自己闲暇时做的荷包、五彩线、虎
头鞋拿到市场上卖，没想到大受欢迎。

陈为彩是莒县人，今年70岁了，从小心
灵手巧，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缝虎头鞋，常常
送给街坊邻居的孩子穿。十几年前，看别人
做的荷包挺漂亮，就自己试着做，没想到一
发不可收拾。“一开始就做着玩，结果越做
越痴迷。刚开始做的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心
形的，里边填上艾草，再绣上些花啊草啊
的，下边加上穗子。后来慢慢就琢磨其他花
样的。”陈为彩说。

记者在陈为彩的小摊前看到，架子上挂
着心形、蝴蝶形、虎头、鲤鱼等十几个形状
的荷包。摊上还摆着各式各样的五彩线、虎
头鞋子、“五毒”肚兜、小手链。“荷包一
般十块八块就卖，五彩线2块钱一根，3块钱
两根。虎头鞋比较麻烦，一天才能做一双，
一般要四五十元。我平时手闲不住，没事干
就缝个东西图个乐呵。一开始没打算卖，家
里做太多了，也没地方放，孩子说你卖卖试
试，结果买的人还真不少。”

陈为彩一边招呼生意，一边给记者介绍
起了日照端午节的一些民俗：荷包一般是给
孩子戴的，里边有艾草、白芷，可以辟邪，
保佑孩子健康成长。端午节家家户户还要在
门前插艾蒿，也能辟邪驱病。“小孩子还配
戴五彩线。出太阳之前给孩子的脖子、手

腕、脚腕系上五彩线，最好是孩子熟睡的时
候就系上。等到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才可
以将五彩线扔到水里，让疾病、苦恼全都随
水流走，让孩子健康、快乐、平安。”

陈为彩说，有不少了解这些民俗的老年
人，买了五彩线给孙辈戴。一些年轻的家
长，对端午的讲究也有些了解，来买荷包、
五彩线的也不少。时代变了，但是人们希望
自己家人辟邪消灾、健康长寿的愿望没有
变。端午节还有以前的老味道。

由于做这些手工艺品出了名，有一个小
姑娘还专门跟陈为彩达成了“合作”——— 从
她这里拿了鞋、荷包在淘宝上卖。“什么网、什
么宝的，我也弄不明白，有人喜欢我做的玩意
儿，我就觉得挺高兴。老了没事干，孙子也
大了，图个乐呵吧。”陈为彩笑着说。

□见习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连日来，日照市农机部门抓住

气候适宜的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农机合作社、机
手上阵作业，截至6月13日下午，全市116 . 07万亩
小麦全部完成收获，其中，机械收获111 . 7万亩，小
麦机收率达到96 . 2%。麦收期间，累计上阵联合收
获机3万台（套），高峰期日上阵联合收获机3300余
台，引进外地联合收获机1800余台。

为保证三夏期间农机用油，日照市农机部门
还积极与中石化、中石油等油料供应部门进行联
系沟通，开辟了“三夏”农机加油“绿色通
道”，并免费为农机合作社社员办理农机加油优
惠卡，农机用油每升可优惠0 . 2元。

农机部门今年发放外出跨区作业证272个，
发展成立60余家农机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统
一发放了印有二维码的跨区作业中介组织证，引
导其规范发展，提高服务水平。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孟 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6月15日，日照水库输水管道
引水至鹅庄水源地补源工程完成安装和调试，并
正式投产运行。目前，引水补源工程运行良好，
鹅庄水源地取水量基本恢复正常，老市区的供水
水压也已恢复。

在此之前，因为干旱，鹅庄水源地取水一度
不足，老市区自来水水压偏低，市自来水公司于
6月11日启动了这一补源工程。据市自来水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工程实施前鹅庄水源地从傅疃河
河道取水，主要负责向老城区供水。但受持续干
旱天气影响，水源地取水量大幅降低，取水量由
2 . 4万方/日降至1 . 0万方/日，给城市供水，尤其
是老城区供水造成很大压力，师范岭等地势较高
的区域明显感到水压不足。

市自来水公司经过调研论证，设计了从日照
水库输水管道引水至鹅庄水源地补源工程方案，
经水利等相关部门批准后，迅速组织实施。工程
竣工后鹅庄水源地由前期单一的河道水源变为管
道和河道“双水源”保障，有效解决了河道水源
不足问题，进一步提升老城区供水保障能力。

目前市区有第一、第二、奎山、东港、卧龙
山等水厂，各个水厂管网之间都是联通的，如果
某一区域供水不足，相应管阀就会开启进行调
配，保证供应。

□见习记者 张健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从6月11日日照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日照市已有
4500余名农村适龄妇女进行了免费宫颈癌、乳腺
癌“两癌”筛查。

乳腺癌和宫颈癌是目前威胁妇女生命的两大
主要杀手。农村妇女由于受经济条件、医疗条
件、医疗水平等因素的制约，许多患有妇科疾病
的妇女不能得到及时检查和救治，宫颈癌、乳腺
癌等妇科疾病发病率较高。宫颈癌、乳腺癌如果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提高患者的
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为保障日照市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日照市卫
生计生委自2015年起，用5年时间在全市开展农
村适龄妇女专项健康查体工作，免费对全市约30
万名35—65岁的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筛
查，每年预计筛查约6万人。该项目被日照市
委、市政府列入2015年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

新闻发布会还发布了《全市妇幼卫生事业发
展报告》，对全面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规范
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项目，强化中医药在妇幼健康服务领域的应
用等2015年八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116 . 07万亩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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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庄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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桲椤香味浓郁、寓意吉祥，却分散生长在山间，不易找到———

端午时节，探寻日照“桲椤粽”

时代变了，但人们希望家人幸福健康的愿望没有变———

端午节的“老味道”

□见习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近日从日照市林业局了解

到，自入春以来，日照市积极创建国家林业城
市，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工作，全市春季完成造林
823万亩，其中防护林1 . 52万亩，用材林2 . 18万
亩，经济林4 . 53万亩。今年4月，日照市聘请国
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编制的《日照市国家森
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通过了专家评审。

市林业局副局长郑泽玉告诉记者，今年春季
造林投资主体多样，有财政拨款造林、企业自行
出资造林、个人义务造林等多种形式，林木经营
管理者有政府、企业、个人等多种主体。坚持谁
建造谁经营的原则，防护林由政府负责维护管
理，经济林的管理则是建造的企业，同时根据树
林作用的不同分别种植树种，经济林以苹果、核
桃、樱桃、桃树为主，防护林则以黑松、侧柏为
主，营材林则以杨树为主。

在今年的春季造林中，东港区对集中连片发
展蓝莓100亩及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每年每亩
补助300元，连补三年；对集中连片新发展核桃
100亩及以上的，一次性每亩补助600元；对集中
连片新发展花卉、苗木100亩及以上的，一次性
每亩补助300元。莒县按照道路两侧各30米实施
高标准绿化，已完成高速公路3648亩的林带建设
任务，银杏大道已完成绿化1540亩。此外，莒县
还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奖补资金，鼓励引导工商资
本投入造林绿化。

春季造林

完成823万亩

◆端午时节，粽子飘香。眼下，市面上

吃到的粽子大多是以苇叶、箬叶为外衣，而

在日照，却是一种本土的“粽”更受欢迎。

桲椤粽香味浓郁，大多数人吃了很多年，却仍

不知道这种“桲椤”为何物。今年端午节前

夕，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秦 洋

保水源，退耕种蓝莓

“过去，我们这些山岭薄地主要种小麦、
玉米，每年收成不多。”6月11日，走进日照
水库北坡蓝莓园，东港区陈疃镇北疃村党支部
书记于培国指着满坡的蓝莓介绍，2009年日照
市发布《日照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
划》，限定“对一级水源保护区实施封闭式管
理，对现有所有农业种植用地进行植被修复，
水土保持，改造为水源涵养林。”文件还规
定，200米之内不能种植粮食。北疃村的山地
就位于日照水库一级保护区内。

“日照水库是日照市区主要的防洪枢纽和
水源地，是日照市民最主要的饮用水源。”退
耕，防止化肥、农药污染水源成为北疃村不得
不、又必须面对的难题。310多户、857口人，
退耕之后村民吃什么、又该种点什么，这可愁
坏了于培国。

经过专家考察分析，发现北疃村及周边的

土壤呈酸性，水库边上空气湿润，适合种植
“水果皇后”蓝莓，而且种植蓝莓生态环保，
采用秸秆堆有机肥，不打药，不污染水源地。

但村民对这个从未见过的“水果皇后”并
不认可，经过于培国以及村妇女主任于爱华等
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一些村民才慢慢接受并
尝试种植，当年村里发展蓝莓480亩，并很快
获得好的收成。

收益高，村民得实惠

“种蓝莓比种地强多了。”提及种蓝莓的
收益，村民胡兆峰高兴地说，“现在，蓝莓的
价格一斤在50元左右，北面那个盛果期的暖
棚，蓝莓成熟早，一斤能卖到120元，今年一
个暖棚就收入不下20万元。”

胡兆峰告诉记者，在这之前他从事养猪行
业，赶上大年小年收入很不稳定，而且又脏又
累，污染土地和水源。现在种植3亩多蓝莓，又
干净又轻松，更重要的是还赚钱。“种蓝莓根本
不愁卖，青岛、临沂的客户都是上门收购。这
几亩蓝莓，几年后的收益俺就弄个小百万。”

种蓝莓收益高，村里大规模发展蓝莓种

植，将500亩土地进行了土地流转，流转给日
照博园农业开发公司，全部种植蓝莓这一生态
型农产品。今年，村里又新种植了一些蓝莓，
使北疃村蓝莓达1000多亩，成为日照水库边上
名符其实的“蓝莓湾”，也让北疃村这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村落仿佛一夜之间声名鹊起，成为
有名的蓝莓种植专业村。

引商机，带动文化旅游热

为管理好蓝莓，让村民增加收入，博园公
司把蓝莓基地的管理委托给村里，让村民管
理。于培国说：“同是这块地，一经流转，让
村民有了两份收益。”

在蓝莓湾打工的张桂玲告诉记者：“过去
一家三口人的田，一年种粮也就收入三四千
元，还不如出去打工赚得多。现在土地流转
了，每亩可以拿一千块钱的转让费，还能在家
门口打工。同时还方便做饭和接送孩子上下
学，赚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耽误。”

“姻缘巧促嫁北疃，随遇而安育满湾。”
如今，每到蓝莓成熟的时节，北疃这个小山村
就好不热闹。蓝色精灵一样的果子挂满枝头，

相互簇拥着，大人们在蓝莓园弯腰劳作，小孩
子们在园里追着、闹着，吃着、笑着，整片蓝
莓园里一片欢声笑语。

如此美丽的田园风光和蓝莓的甜香，吸引
了城里人携老带幼来蓝莓湾采摘蓝莓。东港区
顺势举办蓝莓文化旅游节，今年6月已是第三
届，使北疃村蓝莓湾成为市民体验乡村休闲游
的热门景点。

村民秦玉贵瞅准商机，在蓝莓湾对面开了
一家“蓝莓苑”餐馆，专门接待来蓝莓湾采摘的
游客，蓝澄澄的蓝莓果，香喷喷的农家饭，开业
半个月，每天的流水席十几桌，自家忙不过来，
又从村子里雇了村民帮忙，收入自然少不了。

一湾碧水，千亩良园。蓝莓湾，日照水库
旁一条晶莹闪烁的蓝色缎带，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带富了北疃村，村容村貌也焕然一
新。“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15000多元。”于培
国告诉记者。

沿着宽敞整洁的马路，走到北疃村村东
头，一栋红色的小房子映入眼帘，大檐高顶，
瓷瓦红墙，玻璃门窗，屋内各种现代化的家
具，屋外低调绽放的蔷薇野花，既有着现代都
市生活的时代气息，又有着农家小院的疏朗清
新。这是于爱华家翻盖的新房，5亩蓝莓带来
的收入功不可没。

走进于爱华家的客厅，里面到处堆满了蓝
莓的包装袋，以及已经分类装好的蓝莓果子。
于爱华忙着装蓝莓，顾不上招呼记者：“这些
都是客户今天订的蓝莓，马上就得送过去。”
记者走出家门，她也从客厅走出来了，两手提
着满满的蓝莓礼盒，装上红色的逍客越野车，
上车开出家门，缓驰而去……

不污染土地和水源，高收益带动村民致富，日照东港区陈疃镇北疃村———

退耕，收获一片蓝莓湾
◆一颗颗成熟的蓝莓沾满水珠，如玛瑙一般镶嵌在果枝上，煞是可爱，信手拈摘一颗放

在嘴里，轻轻叩齿，莓汁流出，酸酸甜甜，余味绵长。走进日照市东港区陈疃镇北疃村千亩

蓝莓园，诱人的“水果皇后”蓝莓让人情不自禁流口水。

有心之人给这片蓝莓园起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 “蓝莓湾”，这些成片的蓝莓

生长在日照水库边上，依山傍水，青翠满目，让人如归世外桃园，心情放松，一身舒畅。

▲陈为彩老人绣的端午荷包，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从春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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