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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才暖，花盛开。元宵节前，重庆多
地盛开的红梅花引来市民游客争相观赏

“打卡”。各种照片、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
被疯狂“刷屏”，特别是在沙坪坝红梅林、
九龙坡彩云湖公园、南岸雅巴洞湿地公
园、两江新区照母山公园、重庆园博园等
地，“开往春天的列车”美景上线吸引了摄
影爱好者前往，一些“造型族”身着古装，

“组团”拍照拍视频。
在南山植物园，数百株红梅、绿梅、白

梅“上线”，引来不少赏花市民在园中“觅
香”，枝条上花开朵朵，林间成群的鸟儿也
在欢快地飞舞，它们的声音让游客领略

“鸟语花香”的美好意境。在沙坪坝凌云
路两侧，红梅花开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

“打卡”，摄影师老罗和他的团队带着“长
枪短炮”，为几位身着古装的年轻女士拍
照、拍短视频。元宵节期间，正是观赏红
梅的最佳时机，“前几天阳光灿烂时，公路
上的车行进都很缓慢，很多家长趁着假期
的尾巴带着孩子前来打卡。”老罗说。

市民游客集中的打卡地涵盖了中心
城区各大公园，无论是在重庆园博园、九
龙坡彩云湖公园，还是在两江新区照母山
公园等地，随处可见“梅花凌寒开，游客寻
美忙”的场面。

“开往春天的列车”也已上线，这几

天，轨道三号线金童路站乘客大增，不少
是前来观花的赏花爱好者，当轨道列车经
过，守候在红梅林旁的摄影爱好者手中相
机便“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在江北区鸿恩寺公园，透过图书馆的
玻璃窗可以欣赏到独特的美景，让这里读
书的市民在阅读闲暇之余，也可抬头观
花，感受不一样的读书氛围。在鸿恩阁
前，也有各种“花仙子”带着多种颜色的服
装，前来取景拍照，一些婚纱摄影师也选
择在这个季节带着自己的客人来“定格”
花开满城的精彩瞬间，感受春天带来的幸
福感。

在江北海尔路、内环快速路、北碚蔡
家、静观等地路旁，不时可看见盛开的红
梅花。除了中心城区，多个区县的红梅花
也已绽放，大足区宝兴镇老三梅园邀请游
客前来品读梅花文化，游览梅园特色。在
似火的红梅、如雪的白梅间穿行，感受冰
清玉洁与暗香浮动的意境。在这里不仅
可以拍梅花，还可以观赏梅花盆景。

此外，地处万州的重庆大学附属三峡
医院江南分院、忠县白公生态文化公园，
以及其它区县的城市公园、滨江（河）路
旁，都可感受重庆满城梅花开带来的视觉
震撼。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摄影报道

女花艺师“节外生枝”为静观花农找到挣钱新路子
开展花艺培训
她为花农筑“节外生枝”财路

记者驱车经水土新城大桥，从云汉
大道前往纸厂湾组，沿途看到很多蜡梅
枝上还剩余少量的花骨朵儿，春节前两
三周，是静观蜡梅的盛花期与采收期，现
在田野依然有淡淡的蜡梅香味儿。1月
10日开幕的川渝花木盆景艺术交流会暨
北碚区第二十二届蜡梅文化艺术活动，
为北碚区的蜡梅搭建了一个大舞台，彼
时，邓纪会担任中国蜡梅之乡·第七届

“静观杯”传统插花大赛的裁判长。“前几
年，我开始从事花艺培训，到目前一直都
在带学生。”作为北碚人，邓纪会对当地
蜡梅产业很熟悉，对静观、柳荫等地的乡
村风光很有感情，“光听名字就是美丽的
都市后花园。”

今年蜡梅节期间，王思菊家种植的
几百棵蜡梅卖鲜花、干花收入合计约有
两万元。春节过后，她就经常去看蜡梅
树上营养包里新根须的生长情况，“剪
枝下来可以培养成桩头，全靠邓老师提
供的技术指导。”王思菊和丈夫种植蜡
梅有十多年时间了，但以前收获蜡梅鲜
花后，到了春天就对树枝进行修剪，修
剪下来的老旧枝条，或是丢弃，或是当
了柴火。

自掏腰包推广
她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静观盆景制作历史源远流长，其中

以“金弹子”题材的盆景尤为出名，是
“川派”盆景艺术的发源地之一。多年
从事插花盆景培训的邓纪会说，如果能
在蜡梅树上进行“高压”方式处理，即通
过生根粉、苔藓用薄膜包裹树皮剥开处
的小口，助其长出根须；同时不影响蜡
梅开花，这样“节外生枝”就能得到一段
桩头“树种”，不是可以为乡亲们增加一
笔意外的收入吗？邓纪会有了这个想
法后，就去查阅花木种植技术，并请教
西南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
基本可行，但不排除这些“树种”有水土
不服等问题。

“我愿意承担这些风险，如果成功了
可以在北碚大范围推广。”邓纪会说，从
2024年春季起，她在静观试点联系了几
家花农试验“节外生枝”，到了春节期间，
花农们可以“交货”了，每根价格10元-
50元。除了王思菊家的200多根，她总
共将拿出2万元收购1000多根“树种”，
相当于给村民发了一个新春大红包，“我
的想法是再经过一年左右的培育，将桩
头造型，再通过网络直播将它们卖出去，
每根可升值到上百元。”

邓纪会笑称自己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收购好的桩头被运至1公里外
的龚家院子组，为了节约成本，她决定
自己开车运送。到了种植基地，她请了
几个村民把这些桩头移植到地里，在今
年，她还要请技术人员来给村民讲技
术，同时请盆景专业人士指导桩头盘
扎，期待这些桩头能长出有特色的品
相，才能在网上卖个好价钱。

筑梦前行
她要让梅花造福更多花农

邓纪会的车四年多时间跑了20万公
里，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在乡村道路上开
出来的，她说，只有接地气，才能为乡亲
们增收找到新路子。在同事眼中，她是
一个“上得厅堂（讲课）下得厨房（田间地
头助农）”的“带头人”。

静观蜡梅在全国都有名气，当地空
气清新，邓纪会说，因为自己是本地人，
所以想把自己从事培训得到的经验让北
碚花木产业做大做强，更多的蜡梅才能

“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市民提供更多的
鲜花、干花、盆景产品，丰富美化市民的
生活，同时为乡村振兴助力。

就在邓纪会给村民发大红包的当天，
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建设‘六区一高
地’”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会上，市
委农业农村委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委副
主任莫杰说，通过以乡村产业振兴“头雁”
（农业经理人）、“乡村CEO”等人才为重点
对象，实施“金白领”培育计划，力争到
2030年培育乡村产业振兴“金白领”1万
人；组织开展“四大行动”，助推“农业增效
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熟悉产业，有创新思路、金点子，能
拿出真金白银惠农、益农，我们期望更多
的“邓纪会”脱颖而出，助力推进重庆市
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在“六区
一高地”建设中展现“头雁”风采。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伊文 陈
军 摄影报道

“真没想到，往年我们砍来当柴烧
的蜡梅枝还能卖10多块钱一根。”2月
11日下午，背着背篼拿着剪子的花农
王思菊站在北碚静观镇纸厂湾组乡道
边，从花艺培训师邓纪会手中接过28
张大红的百元钞票。去年春季，她在邓
纪会的指导下，在蜡梅枝上打个营养
包，让枝条“节外生枝”，长出根须后，即
可“摇身一变”成为制作盆景的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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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镇田野梅花开

南山植物园赏花游客

沙坪坝梅林古装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