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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通讯员邱耸源为了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培养学生学习传统书法的兴趣，根据教育部门通
知要求，电白二中组织200多名爱好书法的师生，在阶梯教室举办
以“书法进校园，翰墨传经典”为主题的传统书法进校园活动。

活动由冯冬老师主讲，向学生讲述了中国书法历史上流
派、特征、艺术成就，展示文房四宝，从书法抓笔握笔姿势，说到
书法所用笔、纸、墨、砚的考究，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讲授完毕之后，冯老师现场挥毫，向同学们展示了书法的
魅力，看到老师挥舞的笔尖下，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呈现
在眼前，同学们对书法不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让同学们亲身体验到书法的魅力，学校给学生提供了
笔墨纸砚，让学生现场提笔书写。同学们握起毛笔，在老师的
指导下临摹，慢慢体会书法的笔墨之香。

本次讲座历时一个多小时，使学生们大开眼界，不但增强了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为学生学习书法指明了方向。

5 月下旬，走进信宜市丁堡镇的湾冲村荔枝林，
漫山遍野的绿让人身心格外舒爽。该村现有 267棵
上百年古荔树，每棵都郁郁葱葱，不少老树的枝头摇
曳着青色的荔枝，生长状况不错，可见日常有得到精
心的养护。

古荔树不仅是湾冲村的文化和历史的传承者，
也是当地村民收入的来源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古
荔树，村委会正着手为它们建档立卡，打造古荔枝公
园，努力实现美“荔”新农村的愿景。

多少钱都不会卖

上世纪 80年代，湾冲村委会的古荔树分给了村
民承包管理。其中有几株分到了大塘坡村的沈华北
家中，当年他才十几岁。“我小时候这棵树就已经这
么大了，现在我老了，它还是一样，没有变。”一棵由
他管理、估计有300年树龄的“糯米糍”品种古荔树就
长在他家房子后面，是沈华北最喜爱的一棵古荔树。

这棵长在路边的古荔树树身倾斜，树干从靠近

根部的地方分成两棵主枝，就像一个大“V”字型，随
时向来人“比耶”。树冠经过精心修剪，新长的枝叶
翠嫩新鲜，青色荔枝在叶间若隐若现。它能得到主
人的特别关照，可不是因为颜值，而是它结的果特别
好吃。主人的精心照顾让它越长越好，每年都结果
累累，去年挂果一千多斤，经济收益上万元。

沈华北表示，为了让古荔树更好地生长，他每年
都会施肥、除虫，还会定期修剪枯枝病枝。为了方便
照顾古荔树，他自己掏钱修了条水泥路，从家门口一
直贯穿荔枝林，这样可以时时查看古荔树的情况。

“这棵‘糯米糍’果肉皮薄肉厚、干爽脆口，比蜜
糖还清甜，等熟了你一定要来尝尝。村里很多荔枝
树都嫁接了它的枝条，可以说是百树之母。”沈华北
再三叮嘱记者一定要再来。曾有外地老板出 8万元
购买这颗古荔树的管理权，但是他坚决不肯，在他看
来，古荔树是祖先留下来的遗产，也是一份寄托和传
承。“希望它能长长久久地长，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尝
到它的甜。”

提升种植技术守护古荔树

和荔枝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福荣今年 65 岁
了，爬树、“走木影”、捡枯枝……荔枝林是他童年生
长的地方，也是最熟悉的地方。

“古荔树周围种了比较多新树，这对它们会有不
小的影响。”沈福荣家有几棵上百年的古荔树，曾经
一年结果十几担，今年产量比较少，他认为可能是新
树抢了老树的营养，再加上天气的原因，挂果率不
高。

“每年抽蕊时喷一次虫，施肥两次，冬至前后控
蕊……”为了守护古荔树，他经常到当地农技站听专
家的培训，丰富科学种植知识，再结合自己多年的种
荔枝经验，对古荔树的管理更加到位了。

“老树和新树的管理差不多，但是树和人一样，
老了抵抗力也会差很多，更容易得虫害。”沈福荣说，
他看到老树长虫，会找出一个个虫洞，然后拿注射器
将药水打进去杀虫。在他的精心照顾下，几棵古荔
树的长势很不错。但他也有烦恼，孩子都在外工作
不可能经常回家，照顾古荔树的活以后交给谁呢？

采访当天，我市网红千名主播直播培训班在该
村党群服务中心开班，当地 60 多名果农踊跃参加。
湾冲村党总支书记陈运庆表示，果农通过直播拓宽
荔枝销售渠道，收入增加，种植荔枝的信心也会更
足，守护古荔树的新生力量相信会慢慢增多。

给古荔树发“身份证”

湾冲村古荔树长在村民们的房前屋后，再加上
一丛丛婀娜的翠竹在其中点缀，整个荔枝林别有一
番意境。

“我们村民很警觉，看到有陌生人来老树下面转
悠，都会上前打招呼，怕他们割树瘤，乱砍树。你看
这棵古荔树几百年了，三、四个人才能合抱，虽然现
在结果少了，但大家都不会砍了它，村民觉得老树有
灵性……”湾冲村委会党总支副书记何炳燊和工作
人员带着记者穿行在树下，一边走一边介绍村民们
守护古荔树的故事。

有的古荔树树冠离地约10米高，极难维护。有村
民表示，每年都会架梯子用工具修剪树冠，还准备学习
其他地方的经验，用无人机来喷药，让管理与时俱进。

记者观察到，每一个古荔树上面都有个编号。
何炳燊解释说，以前管理不够到位，现在他们对每一
棵上百年的古荔树都进行标注，准备邀请专家来给
树测龄和评估，给每一棵古荔树发放“身份证”，以后
的管理将更精准更完善。

据悉，丁堡镇政府将在湾冲村委会利用现存的
古荔树，结合当地特色景观，打造两大古荔枝公园和
特色文化休憩平台，这也会成为信宜市碧道沿线重
要的文化景观节点之一。

茂名晚报讯 记者陈琴 通讯员李俊锋 杜
锡国 近日，对口帮扶单位中远海运散货运输
有限公司联合中远海运船员广州分公司在高
州市新垌镇举办船舶水手、机工专场招聘
会。采取“政府搭建平台、企业提供岗位、
群众参与求职”的模式“送岗下乡”，有效解
决了新垌镇及周边地区待业人员求职需求，
30余人现场面试获得通过。

此次招聘会在新垌镇镇政府举办，引导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通过务工提高经济收
入，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一人
就业、全家致富”的综合效益。前来参加面
试的，除新垌镇居民以外，还有来自谢鸡、
长坡、金山等镇街居民和农垦金融学校等中
职学校应届毕业生。活动现场播放了公司宣
传片，公司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了工作环境
和薪资待遇等。

“以后的职业晋升通道如何？”“社保都能

按时缴纳吗？”“培训费有没有减免？”……前
来求职的群众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疑问，工作
人员耐心回答求职人员咨询的各类问题，求职
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实现精准对接。最终，共有
30余人现场面试获得通过。

据悉，通过面试的人员，将在中远海运集
团所属教培机构进行为期 4 个月的岗前培训，
考取相关执业资格证书后，不仅报销绝大部分
培训费用，而且100%安排就业，并承诺优先安
排在中远海运散运主营船舶就业。正式任职
后，在船每月收入可达9200元至14000元。

“就业是收入之源、民生之本。”出席现场
招聘活动的中远海运散运工会主席龙富昌表
示，送岗下乡、助力就业是该公司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积极主动推动乡村人才
振兴的具体体现。下一步，该公司还将创新开
拓更多渠道，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帮扶工作，促
进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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