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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荣成市石岛管理区
港湾街道车脚河村又迎来了一批游
客。村民初立娥早早回到村里，打
开自家院门，把最后几瓶桂花茶摆
在桂花树下的石桌上。

这个赤山脚下的村子，分为西
车村、北车村、南车村。“人人是花
匠，户户有花房”，车脚河村百年前
就以“三百人家皆花匠”而闻名，被
称为“花村”。72岁的初立娥是北车

村人，她家门前的石板路两边装了
栅栏，玻璃花房里养着上百种花卉。

养花43年，初立娥的花拿过全
国金奖，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花匠。
29岁那年，她到当时的石岛镇园艺
场工作，这是第一份与花有关的工
作。当时初立娥还只是一名半脱产
的会计，一边学习会计知识，一边
研究花卉园艺。

每户平均养花800株以上，村

民养花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
一种赚钱的途径。初立娥挣的第一
笔“巨款”就是卖花得来。20世纪80

年代，她养的几盆花卖出了2500元
的“天价”。“那盆胭脂喷雪养了很多
年，当时我也很犹豫，可是那个花迷
说什么也要买走，而且在那个年代
2500块钱是个天文数字。最终，我还
是忍痛割爱了。”初立娥说。

取之于花，用之于花，这2500

元成了初立娥的启动资金。她去掉
门前枯掉的桃树，盖了一处玻璃花
房。当地没有名贵茶花资源，丈夫
唐俊就跟亲戚结伴去东北买来名为
“花槟榔”的茶花，初立娥用单瓣
普通耐冬山茶花嫁接出20多棵中型
茶花。

有了这批资源，初立娥的花卉
产业逐步得到扩展。买花卖花，如
今她的院里院外培养的花卉品种超
过了200种，其中以杜鹃、茶花、
桂花最多。每一盆花都像她的“孩
子”，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感情。

“别看现在杜鹃花能在室外
养，我们那时候杜鹃花在北方还都
是室内盆栽。我和同事就想着研究

杜鹃花露地栽培技术。”初立娥翻
出泛黄的笔记本，“当时每天在地里
测量温度、湿度、土壤PH值，这里面
记录的都是那几年的数据。”

跟花打了半辈子交道，初立娥
对花卉的栽培已再熟悉不过。村里
谁家养花出了问题，大伙儿第一个
想到的就是她。近年来，车脚河村
以花为媒发展乡村旅游，初立娥的
小院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都跑
来跟院里的百年桂花树合影。

“20多年前，在文登有户人家
院里种着两棵树，一棵柿子树，一
棵桂花树。桂花树在北墙根，南边
叶子都被遮住了，长得不好。我看
着心疼就买回来了，养了十多年才
缓过劲来。”初立娥说。每年，她
都会从树上摘一些桂花，亲手做成
桂花茶、桂花蜜等产品，给游客当
作纪念品。

初 立 娥 还是个 “ 文 艺 老 青
年”，过了一把“网红”瘾。养花
之余，初立娥喜欢摄影和写作。拍
的都是花，写的都是花，吸引了一
批花友“粉丝”。“没事的时候我
经常在网上发些照片，写写自己的

经历和经验。都是些爱花的人，交
流交流还是有帮助的。”初立娥
说。

岁月不饶人，初立娥现在没法
天天进花房。冬天冷的时候，也没
法在小院居住，搬到了暖和些的楼
房。但每周她都会回来一次，看看
这些花，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 宁
通讯员 刘兆阳 卞红波

扫描下方二维码，看视频，带
您到车脚河村的花房里感受一下。

年的脚步一天比一天近了，栖
霞市亭口镇衣家村里也弥漫着越来
越浓的幸福滋味。

1月17日中午，从村委领到一
个装着鲍鱼、对虾等海产品的海鲜
礼盒和一副春联后，村民衣忠东的
心里乐开了花。“谁说年味淡了？
上俺村来体验体验，保准觉得年过
得越来越有滋味！”

老衣怎能不开心呢？一进腊月
门，他就盘算着买鱼买肉，到现在
已经置办了2000多块钱的年货了。
“搁在两年以前，一年才收入万数
块钱，哪舍得拿出这么多钱买年
货？”

2019年，他家的6亩樱桃和苹果
一共卖了 5万多元，收入大幅提
升。腰包鼓了，老衣和老伴商量，
一定要热热闹闹、富富足足地过个
年。走进他家小院，只见西厢房的
桌子上摆放着猪牛羊等各种肉类，
旁边的篦子上堆放着几十个大枣饽
饽。“有钱了，过年的东西就早早
备下了。以后的收入眼看越来越高

了，我们也得学着享受生活呀！”
衣忠东开心地对笔者说。

衣家村位于栖霞市亭口镇，两
年以前还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该村地处丘陵山区，全村350亩果
园几乎都挂在半山腰上，上山路不
到半米宽，小推车都得扛上山，运
送果品全靠肩挑背扛。水也是衣家
人的一大“心病”，2016年和2017

年连续两年干旱，全村40%的大樱
桃树被旱死。“咱老百姓都是为了
庄稼忙，好不容易侍弄着果树结个
果，干死了哪个心里不难过！”村
民马淑玲说。

2017年9月，村党支部书记衣元
良发动全村50余户村民成立了由村
党支部领办的一点园合作社。通过
劳动力入股的方式，他把群众团结

起来，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修起了
宽5 . 5米的山路，打了3口深水井，
修建了1个水库、3个平塘，让祖祖
辈辈受恶劣自然条件制约的衣家
村，彻底拔掉了“穷根”。如今，

衣家村已是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村和山东省发改委确定的乡村振兴
示范村之一。

“做梦也没想到俺村能发展到
这样好！”农历小年的下午，村民

林惠英一边揉着做饽饽的面团一边
感慨。“俺村从根儿上就穷，以前
要路没路，要水没水，摆弄个樱桃
苹果也长不好、卖不上价，每年刨
去成本就剩不下什么钱了。”2016

年，因为天气干旱，林惠英家位于山
腰上的四个地块实在浇不上水，只
能不管了，当年全部收入才5000块
钱。同样遭遇干旱天气，2019年却是
丰收年。“俺村成立的水利合作社帮
了大忙，俺家前前后后一共浇了5遍
水，大樱桃长得好，价格也高，2019

年一共卖了2万多块钱。”
如今，摆脱了“缺水少路”旧

面貌的衣家村，正徐徐打开致富
门。有了宽宽的路和充足的水，村
民们不仅将原来的撂荒地重新利用
起来，还通过精心管理让果子的价
格翻倍。“以前没有水，大樱桃普
遍长不大，一斤才卖一两块钱，现
在一斤平均近五块钱，生活这么有
盼头，年哪能过不好！”林惠英幸
福地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言芳 柏磊

老花匠 新网红

百年花村里的花间人生

摆脱了“缺水少路”，徐徐打开致富门

衣家人喜迎幸福年

1月16日上午，平度市纪委在
旧店镇徐里村举行写春联送福活
动。

“同圆中国梦，共庆小康
春”“政廉风正民心顺，纪肃法
名国运昌”“政以廉为本，家以
和为先”……一副副富含“传统

文化、廉洁元素、时代精神、优
良家风”等主题的春联不仅为群
众送上了新春的祝福，也让新年
春联成为廉政文化宣传的“软载
体”，于春风细雨中营造崇廉尚
德、向上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张德杰 摄）

廉政文化进农家

农村大众报惠民讯 （记者孙
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王敏 刘建
刚）1月9日下午，惠民县桑落墅
镇境内10里长的小开河清淤工作完
成，用时17天，费用5万元。作为
镇水利站站长，在整个清淤过程
中，顾艳滨还真没操多少心。虽叫
小开河，其实是灌渠，工作面窄，
一台挖掘机从上游向下挖，他盯在
工地上，确保清淤效果就行了。

也就是现在，要是以前，仅为
小开河清淤，顾艳滨就能急出一嘴
的燎泡。小开河是当地为了能用黄
河水浇地人工开挖的一条河道，灌
溉面积1 . 7万亩。挖成后，因为黄河
含沙量高，淤积严重，最严重的地方
一年就能淤积1 . 5米多深的沙，所以
每年都要清淤。“以前没有机械，全
靠人工。”顾艳滨说。

在没有机械的日子里，桑落墅
镇每年秋收一结束，就会搞全镇动
员，准备清淤，当地农民称其为“挖
河”。仅小开河，全镇18岁至45岁的
劳动力共七八千人齐上阵，靠铁锨
和小推车，干上半个多月，才能完成
清淤。“好处是热闹。”顾艳滨说，“到
处是人，到处是红旗，真是热火朝
天。”

桑落墅镇地处平原，境内灌溉
渠道纵横，除了小开河，其他渠道
根据淤积情况，轮流清淤。有些年
份，收完了秋，年轻力壮的农民就
开始挖河，挖到年关，吃完了过年
的饺子，再继续挖，直到春天来
了，地里有农活要忙才停下。

“这是在家门口‘挖河’，要
是出远门，那才遭罪。”顾艳滨
说。白龙湾干渠是惠民县的引黄主

干渠，以前清淤需要动员全县的力
量。桑落墅年轻农民带上被子，带
上锅，到离家60里远的白龙湾干渠
“挖河”，吃住在工地上，天寒地
冻，干过这活的农民现在想起来还
浑身打哆嗦。

顾艳滨说，小开河清完了淤，
今冬明春剩下的主要农田水利工
程，就是郑家沟灌溉渠道清淤了，
有大型挖掘机帮助，不着急，春节
后再开工。这条8里长的渠道灌溉
面积达1 . 4万亩，因地势高，淤积
情况比小开河轻多了，四五年清淤
一次。这条渠道上下口都宽，清淤
量大，预计一台大型挖掘机20天左
右就能完成。“这要是像以前靠人
工，我们镇今年小开河和郑家沟都
清淤，农民连过年的饺子都吃不安
稳。”顾艳滨笑着说。

水利站长说“挖河”：

以前几千人上阵，现在只用一台挖掘机

91岁老人领到海鲜礼盒。

初立娥的身后就是那棵百年桂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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