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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3月 23日、24日，

南阳市摄影家协会、湖北省老河口市旅游摄影家

协会 80余名摄影师走进中国摄影小镇（云阳），

开展“摄影小镇 繁花之约”摄影采风活动，用镜

头记录南召县云阳镇玉兰花怒放的风姿。

望春玉兰，又称木兰、辛夷、望春花。南召县

是望春玉兰的原生地和最佳适生地，至今仍保存

有 500年以上的望春玉兰天然植物群落，全县胸

径在 100厘米以上的望春玉兰有 1616株。南召

玉兰作为乡土树种，具有寿命长、花色多、花期长

等特点，树形高大，树姿优美，树冠丰满，树大而

不散，花繁而不乱，色艳而不妖，具有很高的绿

化、美化和观赏价值，是优美的风景树和理想的

行道树，被评为南阳市市树。云阳镇通过种植兼

具观赏、食用和药用价值的玉兰带动了全镇经济

增长，促进了农民致富。

当下，正是玉兰花盛开的时节，在云阳镇的

浅山原野里，一株株玉兰苗木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

的似雪，五彩缤纷，蔚为壮观，宛如一幅美丽的画

卷。

摄影师们先后走进南召玉兰生态观光园、河

南·南召玉兰国际花木城、云阳镇第一中心小学

（楚王行宫遗址）、传统古村落——云阳镇铁佛寺

石头村、南召猿人遗址及云阳镇东、西花园村等

地进行参观采风创作。

摄影师们架起“长枪短炮”，各显身手，用手

中的手机、相机拍下美丽的画面，记录下美好瞬

间，有的专注思考完美构图，有的选择最佳拍摄

机位，有的交流拍摄心得……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清水秀，到处花开，都

舍不得走了。”老河口市旅游摄影家协会的李宇

边按快门边赞叹。摄影师们行走在云阳镇的山

乡之中，在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在阡陌纵横的

沟渠路边，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丘陵，一两株或三

五株玉兰迎风怒放，渲染了山乡春色。微风吹

过，玉兰花瓣裹挟着淡淡清香，纷纷落下……如

此胜景引来大家一阵惊呼，竞相将此瞬间定

格。③4

本报记者 于晓霞 张玲 文/图

淡黄色的雏鹅听着音箱里播放着欢快的乐曲左

右摇摆，憨态可掬。3月 23日，邓州市裴营乡张庙村

正在给雏鹅添加饲料的曾华玉对记者说：“播放音乐

可减少外界干扰，避免鹅苗受惊吓，使其健康生长。”

鹅场主人曾华玉是一位“80后”，一次他在互联

网上看到养殖大三花鹅广阔前景，联想到村里有 20
亩的废弃砖场土地至今没怎么利用，便萌生了投资

利用废弃砖场地搞大三花鹅养殖。

2023年，曾华玉先后到深圳、四川、山东等地参

观鹅养殖项目。回村后，他立即与村里签订了租用

废弃砖场土地合同，当年投资 26万元，搭建钢骨架

养鹅塑料大棚 800余平方米及其他附属设施，建起

了养殖场。“去年年底养殖场建好后，我买回了 3400
余只大三花雏鹅，饲养四个月每只 8.5斤左右就可出

栏了。”曾华玉说，今年 3月 9日，第一批大三花鹅出

栏，3000只大鹅被四川商家上门收购，总价值 22万
余元。

谈及以后的发展，曾华玉告诉记者，他打算以

养鹅为基础，拓展鹅产品深加工渠道，打造集饲

养、孵化、屠宰、鹅肉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养

殖加工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养殖，共同走上

致富路。③4

“鹅鹅鹅”
唱响致富歌

本报记者 张飞 通讯员 赵光选

两地摄影师走进中国摄影小镇（云阳）采风

移步皆是景 处处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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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辉）又是一年春光好，梨花含

笑迎嘉宾。方城县博望镇将于 3月 30日举办第四届

梨花节，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中。

“2万多亩黄金梨是博望镇的主导产业，举办梨

花节是展示博望、推介博望的重要窗口。”3月 24日，

正在梨花节筹办现场的该镇副镇长杨柳青说，将精

心组织、认真筹办，力争把第四届梨花节办好，助力

黄金梨产业做大做强。

博望镇是我省最大的有机黄金梨示范基地、全

省首批一村一品示范镇，博望黄金梨被评为全国第

十批农村特色产品，前荒村更是被评为全国第十批

一村一品示范村，目前，正在申报黄金梨中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该镇着重提升黄金梨品质，制订黄金

梨种植、存储、分类等标准，创立“名片”，拉长链

条，2023 年，组织成立黄金梨产业协会，建成大型

冷库，建设了黄金梨膏、梨膏糖、梨饮品等生产

线。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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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枝头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