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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邑春来早，木棉花先知。在很多东莞
老人的记忆中，春天始于木棉花开，落完最
后一片叶子，花开了，春天就来了。而在大
多数人眼中，木棉是比较常见的树种，它花
枝如骨，花色似血，人们称它为“英雄树”。
在东莞市大岭山镇太公岭村，就有一棵古木
棉树独立村口数百年，不仅见证了一段艰苦
卓绝的峥嵘岁月，还是年长村民眼中的“生
生不息树”。

2018 年，这棵木棉树被纳入东莞市一
级古树名木保护名单，人们修树池、立石墩、
刻铭牌对其加以保护。如今，这棵古木棉树
的旁边建了一家音乐主题艺术餐厅，通过提
升保洁水平，加强管护，提炼历史人文价值，
成为不少年轻市民休闲、夜游的打卡地，古
木棉树因此焕发新的活力和光彩。

村口古木棉承载村民乡愁依恋

镇莞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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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洪宝、通讯员
莞商宣报道：近日，东莞市商务局、东
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厚街镇、东莞市外
商投资促进中心共同组成代表团前往
日本开展招商及经贸对接交流活动，
推进东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强
化商务领域产业招商，拓展全球招商
引资网络，全力以赴帮助企业开拓国
际市场。

在 活 动 中 ，代 表 团 先 后 访 问 了
日 本 贸 易 振 兴 机 构、日 中 投 资 促 进
机 构 ，详 细 了 解 日 资 企 业 在 中 国 投

资 的 情 况 ，并 向 机 构 负 责 人 介 绍 东
莞 营 商 环 境 。 机 构 负 责 人 表 示 ，将
会 认 真 向 会 员 企 业 推 介 东 莞 ，介 绍
日 资 企 业 来 东 莞 投 资 设 厂 ，推 进 两
地经贸交流合作。

活动期间，代表团赴理光株式会
社、YOKOWO 株式会社、日本威士特
公司及万代株式会社开展访问活动，
听取了公司发展历程介绍及对东莞理
光、东莞友华厂区的发展规划，并宣讲
了最新惠企政策，日本威士特公司负
责人表示企业近年来与日本万代等知

名玩具企业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接
下来将探讨进一步合作方案，争取更
多订单。此外，代表团还邀请万代来
东莞实地考察、投资，东莞政府部门将
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扶持企业成长。

据了解，本次招商及经贸对接活
动宣传了东莞市营商环境及政府惠企
政 策 ，增 强 了 日 资 企 业 在 莞 投 资 信
心。同时，通过组织东莞市企业参加
境外展会，帮助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
市场，推动企业外贸稳定发展，为东莞
市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

华阳湖大桥施工有了进展。
记者近日获悉，华阳湖大桥主桥
预计 5月下旬完成合龙，这项群
众高度关切的民生工程正在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

在华阳湖大桥建设项目的
施工现场，一条即将合龙的跨河
大桥初具雏形，现场工人正忙着
挂篮悬浇施工，他们走在铁丝方
格上，钢筋绑扎、模板铺设、芯模
安装、混凝土浇筑，强底板、固腹
板、稳顶板，确保各个环节焊接

牢固、拼缝严密。
据了解，华阳湖大桥主桥6#

墩悬浇箱梁 0#~11#块砼已施工
完成，7#墩悬浇箱梁 0#~12#块
砼也已施工完成。与此同时，华
阳湖大桥两端的连接线道路工
程也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目前
已完成排水管铺设、挡土墙和路
基换填等步骤，预计4月12日开
始路基填筑，6月初完工。

按照计划，华阳湖大桥主桥
将于5月 20日完成合龙，紧接着

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安装及沥青
摊铺等环节施工，预计在 7月初
实现桥面通车。

据悉，华阳湖大桥西起华阳
湖古梅北路，跨越麻涌河后接南
玻大道，总投资1.6亿元，主路设
计行车速度为 40km/h，采用双
向四车道，路线总长约992m，建
成后将有效缓解华阳湖古梅北
路、沿江路的交通压力，进一步
改善城市交通，便捷市民出行，
提高通行效率。

服务点全覆盖
与市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近日，沙田镇中心小学图书
服务点“慧读添雅趣，书香满校
园”慧读馆揭牌。绿色生态、功
能合理、藏书量庞大的慧读馆一
开馆，便吸引了孩子们争相到
来。据沙田镇中心小学校长郭兆
锋介绍，慧读馆设有阅览区、亲
子阅览区、藏书区、绘本区和电
子阅览室等，现有藏书近 15 万
册，学生人均图书达 42 册，其中
近6万册新书被纳入东莞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

作为东莞最早提出“馆校联
盟”理念，并最早实现“馆校联
盟”的镇街，早在2015年，沙田镇
文化服务中心、沙田镇教育管理
中心、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便与
各中小学校达成合作协议，启动

“馆校联盟”工作。
除沙田镇中心小学外，去年，

新建的沙田镇第三小学也成功进
入了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该
校图书馆面积 800 多平方米，设
计独具匠心，古香古色，配套完
善，藏书近3万册。

“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在镇
中心小学、第一小学、第二小学、
实验中学和东莞第十中学等公办
学校设立服务点。沙田分馆负责
指导学校图书馆开展建设工作，
改善环境，完善功能，统一标
识。”据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负
责人介绍，这些学校加入总分馆
体系，实现通借通还，成为了全
市最早进入东莞图书馆总分馆服
务体系的学校。

加入总分馆体系，意味着同
学们在学校图书馆就可以借阅
市、镇图书馆书籍，无需多次跑
腿，十分便利。同时，各学校普
及读者证，要求每名学生都拥有
一张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的读者
证，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的图书

也定期调拨到各学校服务点，满
足学生日常借阅需求。

学校自助“点单”
让图书“流动”起来

优化学校图书馆阅读环境，
仅仅是沙田镇推动青少年学生深
入阅读的举措之一。如何让图书
馆真正活起来、热起来，让学生
在舒适的环境中享受阅读带来的
快乐，才是建设学校图书馆的最
终目的和归宿。

沙田在全市首创学校“点单”
模式。何谓学校“点单”？传统
意义上，镇图书馆采购书籍后调
拨到各学校，沙田镇在此基础
上，打通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与
学校之间的壁垒，由学校收集学
生普遍喜爱书目，形成清单和排
行榜，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据此
采购书籍。

除此之外，沙田镇中心小学、
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第三小学、
实验中学和东莞第十中学等所有
公办学校均配置专职图书管理
员，并通过了东莞市图书馆上岗
培训考试。

更令人称赞的是，为盘活沙
田镇校园图书资源，沙田镇以东
莞图书馆沙田分馆为“总控台”，
定期对镇内各学校图书资源进
行更新和轮动，确保一本图书流
动到每所学校，极大提高图书借
阅率和利用率，形成了图书馆与
学校“双向奔赴”的良好生态循
环。

“沙田镇探索‘馆校联盟’模
式，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在沙田
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学校建
立服务点，同时优化学校图书馆
环境，实现图书资源共享。”东莞
图书馆分馆发展部主任李晓辉表
示，接下来，将逐步引导各个镇
街，根据实际情况，把图书馆的
公共资源和活动服务引入到学
校。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通
讯员吴婉珊报道：日前，2022 年
第四季度“东莞好人”名单公布，
来自横沥镇的朱有萍、吴庆昌、张
学杰、骆发明等4人获评“东莞好
人”。

据悉，由市文明办发起的
2022 年第四季度“东莞好人”评
选活动，经广泛推荐、初步筛选、
点赞评议、网络公示和综合评定，
共评出23位“东莞好人”。其中，
横沥镇益企咖啡厅店长朱有萍获
评助人为乐类“东莞好人”，横沥
镇第二小学教师吴庆昌、横沥镇
网格管理员张学杰获评敬业奉献
类“东莞好人”，居住在横沥镇横
沥村的东莞市华任模具科技有限
公司职工骆发明获评孝老爱亲类

“东莞好人”。
朱有萍是横沥镇“益企啡吧”

的店长，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成
为一名志愿者，2018年加入横沥
公益咖啡学院以来，主导和策划

907 场社区治理志愿活动，累计
调动 11791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
个人服务时长达4547小时。

吴庆昌是横沥镇第二小学的
一名教师，自从事教学工作以来，
他二十几年如一日，踏踏实实，兢
兢业业，严于律己，甘为人梯，忠
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刻关心学
生健康，保护学生安全。

张学杰是横沥镇一名网格管
理员，现任恒泉社区网格管理工
作站组长。自入职以来，张学杰
始终恪守本职、爱岗敬业，严格履
行网格员的工作职责，累计检查
出 租 屋 4344 间 次 、经 营 场 所
4296 间次，发现辖区隐患 1440
条。

骆发明目前居住在横沥镇横
沥村，是一名企业员工。多年来，
他对患有疾病的妻子不离不弃，
精心护理，用平凡的言行，演绎着
人间真爱；用人间的至情，诠释了
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东莞组团赴日开展招商及经贸对接交流活动

横沥4人获评“东莞好人”

沙田打造“馆校联盟”阅读新高地

让校园图书馆“热”起来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晓玲 通讯员 沙田宣

人间芳菲四月天，正是少年读书时。最近，东莞
市沙田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又有了新的好去处——
该校“慧读添雅趣，书香满校园”慧读馆正式开馆，与
东莞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华阳湖大桥预计7月初建成通车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洪宝 通讯员 麻涌宣 图/通讯员提供

大岭山镇古木棉：

百年“英雄树”生生不息
护佑一方百姓绽放异彩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辉

当前，古木棉的旁边建了一
家名为“曹家大院”的音乐主题艺
术餐厅，绿塘倒映、树掩屋舍、月
上中天，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成
为不少年轻市民休闲夜游的打卡
地。

“太公岭村越来越漂亮，而且
还有一棵颇具人文历史背景的古
树，我们就应该好好去挖掘它，

保护它。”“曹家大院”音乐主题
艺术餐厅负责人曹臻说，村委会
会定期派人查看管护情况，餐厅
也会加强卫生清理，清理树池灌
木花丛，铺上草皮。同时，结合
古树文化和音乐时尚主题，餐厅
也会开展表演驻唱、湘菜品鉴会
以及音乐派对等活动，吸引年轻
人关注，打卡古木棉树，让更多

年轻人了解太公岭村的人文历
史，让古木棉树焕发新的活力和
光彩。

今年是太公岭村推进“产城
人文”融合发展的关键年份。记
者了解到，目前，太公岭村正依托
大岭山镇“一红二源三香”的文化
路径、结合本村红色革命老区资
源，努力探索发展村文化产业。

据村民介绍，多年前，古木棉
所在地块曾租给一位老板做钓鱼
场，搭建了简易栅栏，木棉树与村
民的生活渐疏渐远。只有老一辈
的村民依然存留着对木棉的记
忆，太公岭村 76岁村民邝葵娣就
是其中之一。

“这一带以前就是农田和池
塘。”满头银发却依然精神矍铄、
十分健谈的邝葵娣告诉记者，她
15 岁就开始学习接生，后在东莞
妇幼保健院实习，之后开启她 40
多年的“接生婆”生涯，迄今经她
接生的新生儿已达上千名。邝葵
娣说，20世纪60-80年代，到太公
岭村打工的江西、湖南人很多，而
她也因为接生医术高明，成为当
地远近闻名的接生婆。“那时接生
的地方就在木棉树附近，接生完
小孩出门，抬头就可以看到木棉
树一树红花，非常喜庆，一个接一
个地接生，木棉也一年比一年生

长得好。”邝葵娣说，印象中，她曾
为一个怀有双胞胎的产妇接生。
通常来说，双胎产妇的肚子应为
一左一右、相对双头位更易顺产，
然而，这个产妇却是“双胎在一
侧，而且头都朝下”，接生难度
大。为了缓解产妇的紧张情绪，
邝葵娣不断安慰、鼓励产妇，最终
不仅接生顺利，而且还让产妇喜
得“双子”笑开颜。

木棉带给邝葵娣这代人的记
忆还不止于此。邝葵娣说，每到
三月木棉花开的时节，村里的老
人就会来到树下捡拾跌落的木棉
花，用线串起带回家晒干，用来煲
汤、泡茶，可以清热、利湿、解毒。
此外，木棉花还可以止痛解瘀，对
于产后妇女的瘀血作痛有较大的
帮助。而木棉树皮则可以研细成
沫，给生猪、牲畜食用，可以利尿
通便。

也许是得益于长年食用木棉

花的原因，加上太公岭村村民勤
劳、乐观的天性，太公岭村上了年
纪的村民竟普遍长寿。据邝葵娣
介绍，全村户籍人口约 1770 多
人，女性 90 岁以上有 11 人，男性
1人，99岁高龄达到2人，80岁以
上夫妻健在的有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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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火红似血、灿烂如霞，
岭南一带的人称其为“英雄树”和

“英雄花”。殊不知，太公岭村的
古木棉还见证过革命先辈的英雄
事迹和风采。

1938年，莞邑大地上，抗日救
亡运动高涨。太公岭村及其洪裕
邝公祠成为地下党组织人员活动
的重要据点。中共地下党员、东江
纵队老战士张英以太公岭村为中
心，组建自卫队，建立中共支部，发

展党员。而洪裕邝公祠则成为抗
日青年训练班重要场所。同年12
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委员、抗日
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还曾带领
队员进驻洪裕邝公祠。1940年10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
70多人挺进大岭山，第一晚住在
洪裕邝公祠，在这里整训了4天后
开往大环。

而古木棉树就位于洪裕邝公
祠西南向，直线距离不足500米。

古树不言，见证传奇。一树一祠，
两两相望，成为彼此岁月的最好见
证。近日，记者走访洪裕邝公祠
时，公祠的管理人员邝叔告诉记
者，张英还与当地的树结下不解之
缘。1940 年春，东江人民抗日武
装东移海陆丰时，张英将 20多支
枪和地下党员名册埋于村民邝应
陶家的院内，并种下芒果树作标
记。1998年 6月，张英故地重游，
还在芒果树下合影留念。

太公岭村位于大岭山镇西北
部，距镇区 3.5 公里，总面积仅
2.24 平方公里。站在高空俯瞰全
村，“一山（大岭顶山）一路（太公
岭路）”便是全村的所有。外人或
不知，太公岭还有“一树”历经数
百年依然生机勃发，广受当地村
民敬仰——这棵树就是村东门口
的古木棉。

“这棵树种在建村之后，目前
约有300年时间。”太公岭村委委员
邝钜南分管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

他说，太公岭村世居村民均为邝
姓，其先祖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
年）从安徽庐江县迁广东南海大镇
乡肖书郎里，后几经迁移，于元代
皇庆、延祐年间（1312～1320 年）迁
于此地。而据当地一位七旬村民
邝伯称，建村时，因村中小山与山
前池塘形似“姜太公钓鱼渭水”，于
是附会传说，取村名为“渭溪”，直
到后来才改为“太公岭”。

邝钜南说，太公岭村保存至
今的古建筑包括建于明末清初的

邝氏宗祠、洪裕邝公祠以及东门
楼，但是古树却只有古木棉树一
棵。这棵树究竟是何人所种，何时
种下，又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
目前已无据可查。但是，有一点可
以肯定的是，数百年来，这棵古树
伫立村口，与一旁的风水塘已经成
为村民一种精神信仰，同时，它也
承载着数代村民的集体记忆和乡
愁依恋。“小时候，老人来这里捡拾
木棉花煲汤泡茶，小孩子们经常来
这里玩，在塘里游泳。”

见证艰苦卓绝的抗日救国岁月

木棉护佑生命接续与村民健康

加强发掘保护吸引年轻人关注

项目施工现场

沙田镇中心小学学生在慧读馆阅读

项目建成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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