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元宵
节后，东湖梅园梅花进入盛花期，红梅
白梅竞放，暗香浮动，沁人心脾，来赏梅
的市民络绎不绝。在东湖宾馆梅岭、武
大梅园、首义广场、武昌白鹭街梅林、马
鞍山森林公园梅山、汉阳龟山公园、青
山公园、汉口竹叶海公园，梅花也竞相
绽放，市民纷纷前往打卡,武汉最佳赏
梅季已然来临。

日前，记者深入东湖梅园、东湖宾
馆、华中农业大学，请教梅花研究专家
和文史专家，随他们走进武汉赏梅胜
地，探寻武汉深厚的梅花文化底蕴。

“武汉梅花的花期，一般在1月底
到3月上旬，现在2月中旬梅花开了将
近一半，正是赏梅的好季节！”

2月13日下午，记者走进东湖梅
园，刚过检票口，已感受到梅花清香，暗
香四溢。园内移步异景，梅花品种繁
多，花色各异，争奇斗艳。游人徜徉其

间，欢声笑语不断。东湖梅园高级工程
师江润清带记者来到梅园的古梅园，眼
前一株炒豆梅，树干粗大，白色花瓣让
树冠如白色云彩，几位游客在树下打卡
留影，树牌上标有树龄600年。

江润清告诉记者，东湖梅园创建于
1956年，当初只是一个有多品种植物
的苗圃，后来以研究培育梅花为主，成
立了中国梅花（荷花）研究中心，面积也
扩大到如今的800余亩，培育种植珍贵
梅树品种320余个，种植梅树2万多株，
是全世界梅花品种最大、最多、最全的
梅花培育基地。

可以这样说，东湖梅园与新中国成
立后的武汉城市同步发展，多年来是武
汉市民赏梅的首选目的地。来到梅园
西侧的东湖湖岸，“太白梦梅”的雕塑景
观出现在眼前，诗仙李白曾吟出“黄鹤
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江润清
说，这首诗是李白流放夜郎经过武昌时

游黄鹤楼所作。李白作此诗的夸张手
法，抒发了他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同
时也表明李白在武昌是见过梅花、赏过
梅的。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教授
包满珠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林业大
学读博士，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梅花研究泰斗陈俊愉，后在华中农业大
学从事园林植物遗传育种研究40余
年，重点研究梅花。

2月15日上午，记者在华农校园西
北角一处30亩的梅花实验基地见到包
满珠教授。一条小路贯穿梅林，这片梅
林以白色梅花为主，间有粉色、红色梅
花。走在路中，春色满园，梅香四溢，如
入仙境。

包教授告诉记者，梅花“傲霜斗雪、
凌寒独放”的风骨，与武汉作为“江城”
历经风雨、坚韧不拔的城市精神高度契
合。此外，梅花在1月到2月期间开放，

几乎是一枝独秀，具有“开百花之先，独
天下而春”的特性，也寓意着希望与新
生，呼应了武汉在历史变迁中的蓬勃生
命力。

在武汉，梅花在20世纪80年代已
深入人心。如今不仅武汉三镇大小公
园、居民小区植有梅树，武汉重要江堤
河岸、大小街道行道树、路口绿化带都
种植有梅花树。武汉各大高校几乎都
有一片梅林，如武汉大学就有梅园，这
一叫法来自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
绿化委员会在这片区域栽种了较多的
梅花，因而衍生出了梅园这一称呼。

在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博物馆，分
别收藏有一个元青花四爱图梅瓶，都是
珍贵的镇馆之宝，瓶身上青釉画呈现四
幅图，分别画着四个历史文人逸事：王
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鹤，
周敦颐爱莲。

记者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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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会开在返乡企业家门口

地热资源产业链引来9亿元投资
武汉晚报讯（记者张衡 通讯员张

啸）位于蔡甸区西北部的索河街道，与
汉川接壤。蛇年大年初六，总投资约9
亿元的石山商业综合体项目在武汉这
个偏远的街道签约落地。该项目位于
石山堡村，建成后将集纺织工业电商中
心、民俗文化展示厅、酒店、超市、住宅
等于一体。

13日，在向记者介绍这个项目的落
地过程时，索河街道负责招商的副主任
张耀深感欣慰，“跟踪这个项目大半年
时间，终于有了成果。”

张耀说，今年春节，他与同事只休
息了两天，“楚商回汉过春节，这也是难
得的招商机会，我们自然要在岗”。

去年腊月二十四，在长沙经营纺
织、服饰生意的袁长江回乡探望父母和
亲友。

得知这一消息，街道的招商团队并
没有急着上门拜访，而是通过电话预约
第二天拜访时间，“旅途劳累，要给人家
留出休息、团聚的时间”。

第二天上午，张耀和同事与袁长江
坐在屋前的空地上，晒着太阳、嗑着瓜
子、吃着花生。这场简易又接地气的招
商推进会上，双方敲定了这个9亿元项
目的投资细节，并达成签约意向。

“电话沟通交流几个月，不如见面
交流半个小时。”张耀说。

其实，这个项目的落地并不像张耀
说得那么轻松，前后经历了7年多的反
复协调。

早在2017年，袁长江就有返乡投
资的想法，他当时将一个仓储项目落户
索河街道，无奈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落
地。但双方此后的联系从未中断，袁长

江逢年过节都会收到来自家乡的问候。
去年7月，索河街道招商团队跑遍

北京、上海、天津、长沙等国内各大城
市，向蔡甸籍企业家大力推介索河的

“天赐山水”，作为索河籍企业家、长沙
武汉商会副会长，袁长江成了重点拜访
对象。

家乡的变化也令袁长江心动：“索
河多丘陵，风景好，以前却是个穷地
方。招商干部告诉我，当地正打造地热
温泉小镇，借助地热资源打通产旅融合
发展产业链，已建成运营十多家特色民
宿，去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

袁长江说，有游客就有消费，家乡
还是很传统的农村集镇，商业接待能力
几乎是空白。在与索河籍的长沙企业
家、招商团队坐在一起开展一次“头脑
风暴”后，他有意在家乡打造一个商业

综合体。
袁长江说，去年腊月二十五的会

谈，让他的项目规划及定位越来越清
晰，“只等恰当时间签约”。

大年初一上午8时，袁长江在进山
的路上凑巧遇到了正在加班的张耀。
张耀邀请他参加大年初六街道举行的
集中签约仪式及索河籍企业家座谈会。

2月3日，大年初六，索河街道会议
室内格外热闹，集中签约4个重大项
目，投资总金额16.8亿元，这其中包括
石山商业综合体项目的9亿元投资。

在当天的企业家座谈会上，袁长江
说：“以前，我常常会向长沙的朋友介绍家
乡好、家乡美。但他们一提出要过来玩的
时候，我就不敢接茬。现在街道里有民
宿、有美食、有景区，让我有了接朋友来索
河玩的底气，这也是我投资项目的底气。”

最佳赏梅季来临

随专家探寻武汉梅花文化

湖北省博物馆元青花四爱图梅
瓶，可见瓶身上的林和靖（林逋）爱梅
鹤图。 资料图

东湖梅园里的梅花进入盛花期。

东湖梅园高级工程师江润清向记者介绍树龄600年的炒豆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