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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林一

峰）春节将至，许多人已经踏

上了归家的旅途，但也有一

些人因为工作等原因留在佛

山。近日，狮山多家企业就

为留在佛山的员工送上春节

“大礼包”。

忙于一汽-大众华南基地

MEB新能源电动汽车项目的

生产准备，一汽-大众汽车有限

公司佛山分公司（简称“一汽-
大众佛山分公司”）不少员工选

择留守佛山，在公司度春节。

近日，一汽-大众佛山分公司为

留守员工送上了零食及节庆用

品大礼包，感谢他们的辛劳。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总经理张硕还将于大年初一到

工作场所慰问留守员工，并与

他们共进午餐。

“2020年MEB新能源电

动汽车将在一汽-大众华南基

地下线，公司有一些进口设备

要在春节期间调试，保障工程

按时推进。”该公司安保科主管

安全工程师何世民表示，

2020年是他留在佛山过春节

的第二年，等忙完再抽空回家

陪伴家人，家人也对他的工作

表示理解。

近日，瀚蓝绿电固废处理

（佛山）有限公司中转站分公司

收运部狮山班组的司机们在狮

山聚餐，该班组负责人罗伟海

为班组成员派发了零食大礼

包。“今年春节有8位司机和8
位辅助工作人员留守狮山，收

运狮山区域的餐厨垃圾。”罗伟

海表示，除了安排聚餐、派发零

食大礼包，1月23日公司领导

也会到班组慰问，派新年红包。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到佛

山员工的家中拜年，公司领导

也会对留守人员进行慰问。”广

东仕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秦志红表示。

此外，广东南海本田汽车

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也

为留守员工派放了春节大礼

包，并对留守员工进行慰问。

狮山多家企业慰问
春节留守佛山员工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

诗通讯员/张嘉宜）逛花街、买

年花是广东人过年的必备

“节目”。位于西樵镇轻纺城

迎宾路及附近路段的西樵镇

迎春花市，将持续营业至大

年三十。

近日，在西樵镇迎春花市

的一个摊位前，市民英姐欣

喜地向记者展示她的“战

果”：一盆紫兰花、一束银柳、

一棵桃花……“买年花过年，

最重要是取个‘好意头’。今

年的花开得挺漂亮的，价格

还算公道，忍不住多买了一

些，凑凑热闹。”

西樵镇迎春花市的承办

人李惠芳介绍，今年花市的摊

位数量达328个，其中挥春摊

位 28个，室内植物摊位 50
个，年花摊位80个，鲜花摊位

150个，桃花摊位20个，足以

满足市民的购花需求。

今年的花市里，除了有传

统的盆桔、兰花、菊花，还出现

不少如日本海棠花、灯笼花等

新品种。来自福建的陈先生

在丹灶镇种花多年，今年他带

着自己种的灯笼花吊篮来摆

摊。“基本上每家过年都会挂

灯笼，挂我们的灯笼花更有新

意！而且开出来的花内红外

紫，寓意着大红大紫！”他边说

边拿起一盆灯笼花吊篮向客

人展示。

而在一个菊花摊位里，一

朵朵紫色绣球般的菊花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从顺德北滘

来西樵摆摊的黄伯正精心护

理着摊位里的菊花，“这种球

状的菊花叫‘串串珠’，花期

可持续 20天。菊花有增添

福气的寓意，而‘串串珠’长

得比较高，又寓意着步步高

升。”黄伯说。除了“串串

珠”，此摊位还有很多色彩绚

丽的菊花，吸引了不少市民

的目光，销售相当“火爆”。

在另一边的挥春摆摊区

域，春联、灯笼、中国结、福

字、剪纸等装饰品数不胜

数。光灯笼就有好几种，塑

料的、竹编的、可亮灯的、有

印花的等，让人眼花缭乱。

相关部门提醒，西樵镇迎

春花市将持续至 1月 24日，

为确保周边道路畅通和行车

安全，花市营业期间，轻纺城

迎宾路路段会实施交通管

制，请过往车辆绕道行驶。

买年花 迎新春

约10年前，游美兴的丈夫

不幸离世，当时小儿子刚上高

中，大儿子刚参加工作。“村委当

时问我要不要申请低保，我拒绝

了，我坚信自己能供儿子念书。”

就这样，游美兴咬紧牙关，独自

挑起生活重担，俨然一位桃花

“西施”，开始需要思考：什么时

候要施肥？今天该摘叶吗？如

何寻找更多客源……

如今，游美兴的两个儿子都

已经参加工作，只要放假，他们

都会回家帮妈妈种桃花。

“大年三十卖完桃花可以歇

歇了吧？”“‘年初一做到大年三

十’是我们花农间经常开的玩

笑。”游美兴告诉记者，2019年，

她承包了 4亩农田，种植了近

500棵桃花，品种以“大鸡”为

主。不过由于忙不过来，近期一

直没空关注桃花的嫁接情况，

“把桃花‘嫁’出去后，就得赶紧

把这个工作做好。”

“种桃花就像‘买彩票’，需

要碰运气，应节的桃花才能卖得

出好价钱。因此，种桃花不容许

有一丝懈怠，需要辛勤付出。”游

美兴笑着看向桃花田，“新年将

近，希望一家人平安健康，今年

种的桃花被‘扫空’，来年桃花别

样红。”

自1980年以来，沙水村调

整农业结构，桃花种植取代原有

的农作物种植，涌现出一批像游

美兴一样的桃源“守望者”，他们

拥有丰富的桃花种植经验。经

过40多年的发展，沙水村的桃

花远近闻名。每年春节前，不少

客商、散客前来订购桃花。这里

的桃花畅销珠三角，甚至远销港

澳地区。

桃花田是沙水发展的“见证

者”，装载着中老年一代的拼搏回

忆，年轻一代的童年记忆。每到

岁末，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就会回

来帮忙卖桃花，一家人齐心协力、

其乐融融，桃花也成了沙水村民

们拉近与亲人关系的甜蜜纽带。

守望守望桃花田桃花田生活越来越红火生活越来越红火
狮山镇沙水村村民游美兴靠种桃花卖桃花育儿成才狮山镇沙水村村民游美兴靠种桃花卖桃花育儿成才

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
人不看来。盛开的桃花寓意
“花开富贵”，“红桃”在粤语中
又与“鸿图”谐音，更有“大展鸿
图”的美好祝愿。春节期间，很
多广东人会买桃花摆放在家
中，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狮山镇沙水村便有一个令人
向往的“桃花源”。走进沙水
村，大片桃花林映入眼帘。走
近一看，桃花千姿百态，有的已
在枝头上怒放，有的宛如娇羞
少女含苞待放，引来无数蜜蜂
在花间飞舞。

沙水村桃花种植业的兴
旺，离不开村民的辛勤劳作。
桃花“西施”游美兴就是其中一
位典型。种植桃花二十多年，
在丈夫离世后，她凭着勤劳和
智慧，撑起了一个家。

桃花旺了生活

“有位港商跟我预定了

300棵桃花，今晚要运走其

中一半，傍晚前我就要把它

们包装好。”近日，沙水村沙

水经济社村民游美兴一早

来到桃花田，像往常一样忙

活起来。应订货商要求，她

要在包装前摘捡每棵桃花

的枯花，一个多小时下来，她

的手像沾了墨汁似的。“这批

桃花的运程远，包装的时候

要更加细心。”她微笑着说。

“已经种了二十多年的

桃花。”游美兴不禁感慨。

1996年，游美兴和丈夫承

包了约8亩的农田种桃花，

摇身变成桃花田的“守望

者”。“刚开始我们种了近

1700棵桃花，播种、施肥、

浇水、修剪，丈夫带着我慢慢

摸索。”游美兴说，当时两个

儿子不到十岁，桃花田也成

了他们的游乐园，“孩子们挺

能吃苦的，帮忙除草、修剪、

搬花，干了不少活。”

上个世纪 90年代，在

工厂打工普遍月薪几百

元。收入可观的桃花花农，

成了当时的高薪一族。因

此，沙水村越来越多村民成

为桃花田的“守望者”。当

时，沙水、石泉、黎岗、龙头一

带，因大片种植桃花，被誉为

“千亩桃花基地”。沙水村更

是在2002年被评为“南海

桃花品牌村”。“那时候桃花

十分畅销，价格也越卖越

高。”游美兴说，顶峰时期他

们承包了近10亩农田种桃

花，工作越来越忙碌。

“连夜‘赶工’都习以为

常。有一次我们赶着交货，需

连夜搬花，恰巧儿子生病了，

当时心急如焚，幸好最后解决

了问题。”游美兴说，种桃花卖

桃花虽然辛苦，但生活也因此

得到改善，日子越过越好，后

来一家人还搬进了新房子。

十载桃花飘香

桃花引来蜜蜂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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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沙水村沙

水经济社村民游

美兴在桃花田里

忙活着。

■村民在桃花田上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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