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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树下的幸福晚年

中秋刚过，国庆将至，城市里商
超消费的气息愈发浓了，然而在河
区十三里桥乡汤庙村， 没有喧腾，只
储存着实实在在的花香味。一大早，年
过七旬的刘忠益背上锄头走向田间地
头，欣慰地不时回望一眼老桂树。

这样惬意幸福而带着土香的生
活片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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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树龄的老桂花树
是最虔诚的见证。 桂花树就在刘忠益
老宅门口，刘家有三代人在这棵老桂
树下长大成人，算上自己哥哥家的子
孙，有五代人在这棵树下度过了一个
个中秋与国庆。

刚到村口，一阵微风夹着桂花香
扑面而来，让人不禁心旷神怡。 寻着
香气走了几百米山路， 便见不远处
一棵树冠偌大的桂花树安静地站在
山洼间， 枝繁叶茂的老树上挂着斑
驳点点的金黄， 愈加浓郁的香气令
人陶醉。

今年
73

岁的刘忠益带着自豪的
笑容告诉记者，这棵树是金桂，花期
一年两次，均在农历八月绽放，第一次
较为盛大， 间隔一两个星期后的第二
次花期则较为稀松。 “树高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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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树冠约
16

米，分枝有
2.5

米，米径有
65

厘米， 在我们这十里八乡的都难

找，我推算下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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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树龄。 ”

刘忠益介绍说，这棵桂花树具体
是哪一年的他也说不准，不过他小的
时候，树的米径就有

10

多厘米，多少
年来树就这么长着， 也从没挪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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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70

年代，桂花树米径已有
20

厘米
～30

厘米，由于挡住了阳光，树下
猪圈被挪走重新搭建； 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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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桂花树下放置了一个磨盘，一头
老牛就被拴在了桂花树上。 “那拴牛
的绳子把桂花树勒掉好大一块皮，我
后来用清漆整了下，现在树上还有一
道疤。 ”说起桂花树曾经受过的“伤”，

刘忠益很难过。

正因为门口这棵桂花树，刘忠益
平日里也倒腾起桂花苗木来，在距离
刘忠益宅子不远的田间， 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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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株桂花苗。 这些年，来打听老桂花
树的人的确有不少，还曾有个开发商
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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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 他曾经也想过卖掉，

但一直没舍得，因为在他看来，这棵
大树承载着老刘家几代人的记忆。

如今，刘忠益的
4

个孩子都在市
里工作，逢年过节，老两口都会早早
地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墩上，一边聊着
天，一边等着儿孙们回来。 “每天大清
早起来能看到这桂花树， 闻到香味，

怪好的。 孩子们回来后，一家人在树
底下吃饭聊天，很热闹。 我感觉很幸
福。 ”刘忠益说。

花开万点黄 满城桂花香

秋风徐来，万点黄金，十里飘香。 金秋时节，桂花让申城处处浸润着灵气

与韵味。 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自古以来都以其怡人的

香气、疏淡的情怀惹世人爱慕，正因这份奇香，总是让人忍不住想沿着香气

寻找她的踪影。 金秋十月，正是赏桂好时节，本报记者特地为市民朋友们打

探了申城赏桂的几个好去处，或院校，或公园，或农家庭院，大家不妨得空前

去游玩一翻，感受那沁人心脾的芳雅。

申城寻“桂”地图
信阳消息（记者金培满）秋风

起，桂花开，申城的大街小巷散发出
迷人的芳香。 国庆将至，不想远游的
市民朋友，可以携家人或约三两好友
沉醉几回桂花香。

提起申城目前最香的地方，莫过
于百花园了。 百花园目前种植桂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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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是市区种植桂花最多的一处
公共开放空间。 拥有金桂、银桂、八月
桂、四季桂和丹桂等多个品种。 目前
园内桂花已陆续开放，一簇簇小花挂
满技头，煞是好看。

百花园整体布局可概括为“一
核、两轴、四相、十二园”。 两条轴线
将百花园分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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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对应着春
夏秋冬四季打造出百花胜景。 值得注
意的是，在两条轴线的两边作为行道
树进行种植的均为桂花树。

游完了百花园，如果你还觉得不
过瘾，河公园也是一处赏桂的好去
处，公园里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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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花树，主要集中
在假山区域，花已陆续开放。 在公园玩
乐的同时， 徜徉于小山坡幽静的小路
上，闻着淡淡的花香，心情定会舒畅。

要是你觉得市内的公共空间有

点过于嘈杂，那就选择去奥林匹克公
园吧！ 这里毗邻南湾风景区，偏居
河上游，来这儿的人不是太多，但园内
也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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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桂花树，种植区域集中，

花树旁有小径，花树带约十米，暗香浮
动。 周末或是傍晚时分，沿着河边
的小径漫步，吹着拂面的微风，携手家
人，享受着满眼的河景和不时扑鼻的
桂花香，悠闲而惬意。

除了市内的公园广场种植了大量
的桂树外，我市的一些高校校园内也
种有一定数量的桂树，其中，尤以信阳
师范学院名贵园内的桂花最甚，朝南
的小半个山坡种有近千株桂花树。 秋
日里，得个空闲，走进名贵园，一边是
芳香纷飞的“金雪世界”，另一边则是
青春的倩影闪烁在林间，又或者是丹
桂树下朗朗的读书声伴着花香飘来，

见如此画面，你是不是会想起年少时
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

另外，天伦广场、平桥园、行政服
务中心、信阳农林学院新校区、中心城
区十余条主干道及附属绿地等区域也
都种植着大量的桂花树，闲暇之时，携
家人一起去吧。

舌尖上的桂花香

眼下， 我市不少社区内的桂花竞
相开放，一丛丛、一簇簇或金黄，或乳
白，或橙红的桂花，在阵阵凉爽秋风的
吹拂下， 浓郁的香气弥漫在社区的每
个角落。

走进报晓新村， 迎面就是一棵枝
繁叶茂的桂花树， 居民王金虎则正在
桂花树旁收集散落的桂花， 因为对他
来说桂花是甜的，也是暖的，因为那代
表着母亲对他的爱。 “小时候，我总是
爱咳嗽， 母亲就会把腌在蜂蜜里的桂
花拿出来，用温水冲开，让我喝下。 乡
下的土方子治疗咳嗽很管用， 现在我
儿子咳嗽了我也这么做， 这就是爱的
传承吧。 ”王金虎说。

“小时候，每到夏天，母亲总是喜
欢抱着我，在桂花树下乘凉，所以我对
母亲的记忆总是和桂花有关。 ”王金虎
看着桂花，无限怀恋地说道，“如今，我虽
然搬离了老家，但是对桂花的爱丝毫不
减，因为看到桂花，就像看到了母亲。”

“我家门前的这棵桂花树是
2003

年种下的。 ” 又是一年桂花飘香的时
候， 刚走进居民张娟女士位于湖东办
事处京深社区的家时， 就闻到了阵阵
桂花的香味，她告诉记者，自己刚搬进
这里时，就种了这棵桂花树，至今已经
12

年了。

“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桂花树就很
香，在屋里都能闻得到。”张女士说，桂
花一盛开，就到了做桂花糖的时候了，

而且周围邻居也都回来跟着她学怎么
做桂花糖。

张女士说， 做桂花糖的工艺有点
复杂。 要先把米粒大小的桂花铺在
纸上，再把花梗和小叶片挑出来。随
后，再把桂花放在细密的筛子里洗干
净，然后把桂花装在盆里腌制起来。腌
制好之后，把桂花水分挤出，放在一个
干净的瓶子里， 一层白糖一层桂花交
替放好，直到瓶子满，最后把瓶子密封
起来。

“工艺虽然有点复杂，但是等桂花
糖做好之后，那甜香味真是回味无穷。 ”

张女士说，“吃一勺，就能滋润心田。因为
那里面有儿时的味道，爱的味道。 ”

首席记者韩蕾
见习记者郭晓雨

汤庙村的老桂花树。 首席记者周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