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前天下午，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携手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学会联合主办、扬

子晚报承办的“2018江苏乡村振兴百镇高峰

论坛”在南京举行。

论坛以“聚赢乡村，赋能振兴”为主题，围

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总要求，结

合实践中乡镇遇到的共性问题，邀请相关领

域的领导、专家和基层主政代表，为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建言献策。

靖江市委书记赵叶、洪泽区委书记朱

亚文、溧阳市市长徐华勤分别带来主题报

道，分享各自城市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

的经验，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与此同

时，论坛上还公布了江苏乡村振兴年度优

秀乡镇。

此前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扬子晚报和

江苏农业资源开发学会联合邀请江苏乡村振

兴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了评审委员会，

设立了三大板块、七项内容共计70个年度奖

项。获奖者都是过去一年里在乡村振兴一个

或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乡镇。论坛现场为他

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

由扬子晚报倡议发起的“乡村振兴全国

主流媒体宣传联盟”也在论坛上举行成立仪

式。联盟得到钱江晚报、齐鲁晚报、大河报、

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新安晚报、新民晚报

以及腾讯网、新浪网等多家媒体的支持。未

来将发挥各自作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公信

力和传播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杨一凡

乡土中国如何能更美
这场高峰论坛里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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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杭州花圃，对杭州人来说再熟悉不过

了。它是西湖边的老公园，1958 年就在了，

今年 60 周岁，被誉为“西子湖畔的一颗明

珠”。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杭州花圃就有草花

区、香花区等 10 个区域，是当时全国各地建

设花圃的样板。

昨天早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市园林

文物局）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在杭州花圃

为一位老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会。昨天

是杭州花圃的第一代建设者、元老陈皓先生

的 96 周岁生日。他见证了杭州花圃从荒地

到花园的整个过程，同时，他组织收集花卉品

种资源，让杭州成为当时全国花卉品种资源

特别丰富的城市之一。

昨天，杭州花圃第一代建设者讲述60年“花事”

杭州为什么会成为桂花之城
曲院风荷的水杉从哪来的

本报讯 昨天，宁波大学创业团队研发的

世界唯一的银鲳鱼海水养殖项目，在杭州市

余杭区校地合作对接会上路演，吸引了一波

投资人和评审的目光。

自去年以来，中国美院良渚校区、浙江理

工大学时尚学院等相继在杭州市余杭区落

户，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浙大超重力实

验室等重点科研平台也纷纷落地；余杭与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高校也建

立了稳定的人才输送通道，2017年引进高校

毕业生突破 3 万名，位居杭州市各区县市第

一。

昨天，杭州市余杭区校地合作对接会暨

2018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举行，余

杭又正式牵手东华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师范

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四所高校，将在战略决

策咨询合作、科技创新合作、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人才交流、教育培训等领域开展深入广泛

合作。

本报记者 施雯 通讯员 孙明姝 王珏

余杭昨天牵手四所高校
宁大路演银鲳鱼养殖项目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潘高升

从荒地到花园
还开了“杭州花店”

1949 年 6 月，从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的陈皓成了

一位西湖园林人。

“那时，在全国的一次绿化会议上，专家跟我们说：你们

（杭州）苗木发展不错，但花的种类太少了。”96岁的陈皓精神

矍铄，聊起六十多年前和花有关的往事，滔滔不绝。

杭州花圃的前身是松木场花圃（建于1934年），圃址是现

在黄龙饭店所在地。1949年以后，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松木

场花圃，陈皓参与了接管工作，当时的花卉品种只有131个。

1951 年，西山路（杨公堤）以西、金沙港以南地区的荒地

征用并开垦，1953 年，西山苗圃基本建成。1956 年，松木场

花圃迁至西山，西山苗圃改建为花圃。1958 年 5 月，正式成

立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花圃，即杭州花圃。

花港观鱼的雪松、曲院风荷的水杉
都是他引进杭州落户的

原本杭州花圃有 131 个花卉品种，到后来有了 3000 多

个。

杭州很多公园里的苗木花卉，都是陈皓和同事们从外地

引进的。比如花港观鱼的雪松，是他1951年左右去上海买来

的，名贵的羽毛枫也是花大价钱引进的，还有牡丹花，是辗转

到菏泽找回来的。

比如曲院风荷的水杉，是从武汉引进的。他记得那是

1953 年，在武汉的公园里看到“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水杉，

很是激动，后来，找湖北的园林部门要了种子。这些水杉种子

大部分都种在曲院风荷，现在已经是挺拔的水杉林。

杭州的市花是桂花，但原先杭州本地桂花不多。“那时候

杭州主要靠压条、嫁接的方式种桂花，我去桂林看到有很多桂

花，听他们说用播种的方式。取经之后我们回来也播种，一下

子桂花多了很多。”

云南的茶花很有名，陈皓用汽车运回来300缸茶花。

还有荷花。陈皓说，全国曾召开科技十年规划的会议，荷

花是其中一项内容，最后任务落到杭州，武汉方面配合。“当时

杭州本地荷花品种很少，我们就花了 2 年时间到各地开展荷

花的调查工作，其间收集了不少品种荷花。”最后，他们栽了

400 缸荷花做实验，琢磨荷花的长势和水的深浅、栽种时间、

施肥情况等的关系。

截至1965年，以杭州花圃为主进行的花卉品种引种已达

2945 个，其中兰花品种 126 个、菊花品种 1100 个、月季品种

507 个、杜鹃品种 90 个、露地草花品种 328 个，杭州市成为当

时全国花卉品种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之一。

现在，陈皓还是习惯每天去西湖边走走。路上经偶遇自

己引种的苗木花卉，看到原来的“宝宝们”已经“长大成人”，扮

靓这个城市，心里真高兴啊。

▲兰花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盆景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水生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杭州花圃建设施工现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