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从化的“桃花源”

丰富的生态资源赋予了从化四季美景：春天桃花盛开，夏日荔熟

蝉鸣，秋临红叶漫山，冬来梅林胜雪。年关将近，桃花自然是近期的

“主角”之一。“一树桃花满庭春”，春节插桃花是广东人的传统习俗，

桃花在粤语中与“鸿图”“红桃”谐音，寓意着“花开富贵” “宏图

大展”“如意吉祥”。此外，桃花一直以来都离不开爱情两个字，人们

常说桃花运，就是因为桃花能带来爱情，因此不少青年人祈望新年“行

桃花运”（能找到有情人）。一株靓桃花插在厅堂里，满树星红，戴上

节日彩灯，披上绿绸杏带，确实增添了不少春色，而且按照岭南民俗，

桃花还具有辟邪的作用。所以每逢新年，桃花不仅深受市民喜爱，而

且各大宾馆酒楼也会以一株大桃花装点门庭。

说到从化的桃花，就不得不说江埔街锦二村。这里种植了近 400

亩桃花，而在不久的将来，一个集桃花、美食、音乐于一体的锦洞片

区“桃花小镇”也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

一株桃花曾可换百斤稻谷

春节临近，锦二村的桃花长势如何呢？记者特意到锦二村一探究

竟。

“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走进锦二村，隐约看见

桃树冒出了花骨朵，花蕾满枝，有的粉红绽放，有的含苞待放。据区

桃花协会负责人介绍，今年锦二村的桃花将如约而至，赶在春节迎客。

在路边的桃花地里，花农正在精心地护理花型。花农告诉记者，



这段时间，天气温暖促进了桃花生长，桃花的总体长势比往年好，花

蕾多而且又大又密。为应对暖和的天气，花农们推迟散叶，避免花期

提前，保证开花时间与春节同步。而从花农那里得知，今年桃花价格

也将和往年基本持平，没有太大波动。

据了解，锦二村种植桃花的历史有近 30年，可谓是“桃花村”。

据《从化市志》记载，1978 年，江埔公社锦二大队社员邓鑑贞、邓

永光从白云区石马村引进种植桃花 5 亩，产品在 1979 年春节全部销

往香港市场，每株桃花售价 8-9元，相当于 100 斤稻谷的价值。1980

年开始，锦二村民陆续种植桃花。1999 年初，从化花卉业发展呈起

步阶段，相继涌现出一批花卉专业村、专业基地和专业企业，其中锦

二村形成桃花专业村，花卉种植面积 600亩（包括桃花、菊花、银柳

等品种），年产值达 600 万元。锦二村四面环山，气候独特，花农们

从事桃花种植多年，掌握科学的种植技术，所种桃花品质好，极具观

赏价值。自 2000 年以来，锦二村桃花连续多年获广州地区年度花王

评比活动“桃花王”称号，该村 2005 年更被评为区桃花生产专业村，

桃花远销珠三角和港澳地区。每年的农历正月，是观赏桃花的最佳时

节，十里桃花，尽赏烟霞，与宁静的村落和悠远的青山形成一种闲逸

之致。

盆桃更适宜家庭种植

杜伯是锦二村人，种植桃花已经几十年了。他介绍，桃花种植包

括肥水管理、整形修剪、保花、套袋等程序，一年下来，花的时间精

力不少。而一棵桃花树的外观也很重要，齐整的主杆和美观的分枝会



更好卖，一些长歪的，主杆分枝太多的就影响销售了。桃树的销路基

本靠熟客和花贩来收购，“看天吃饭”的桃树种植，加上经济大环境

的影响，这几年的桃花销售发生波动，尤其是大株桃花的销售，无论

是数量还是价格都连年下降。

对于这两年的发展形势，区桃花协会负责人表示，目前主销家庭

和企业的盆桃已经形成种植规模和一定的销售渠道。未来锦二村的桃

花销售将走精品化路线，除传统的大株桃花，还把桃树入盆，将其植

株矮化，成为盆桃。这种桃树树枝优美、枝干苍劲，其欣赏价值一点

也不输海棠花。

在锦二村村委旁边的一桃花地里就种植了数百棵盆桃，这些桃花

一般是两年多树龄，高约三四十公分，外形美观，占据面积小。“如

果把这些桃花移入花盆里，再挂上几个小灯笼或者‘利是封’，那就

很漂亮了。”区桃花协会负责人介绍，这些盆桃售价由几十到几百块

不等，十分适合在家里种植。

杜伯也种有盆桃，销售以花卉市场商贩收购为主。他也期盼能有

更多的人认识到盆桃的美，让盆桃走进千家万户。

以资源优势打造“桃花小镇”

除了锦二村桃花远近闻名之外，其旁边的锦三村和锦一村串联起

来的锦洞也早就为人熟知。清康熙年间 （1662—1722），村民张德贵

高中进士，衣锦还乡时，就已得此名。现在锦洞又多了一个新名字—

—“桃花小镇”。



据了解，特色小镇发展战略作为“十三五”时期重要的战略举措，

我区 10 个特色小镇的建设任重而道远，而集桃花、美食、音乐于一

体的锦洞片区“桃花小镇”是 10 个特色小镇之一。江埔街的锦洞片

区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生态资源、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一批成熟的旅游景点，为其特色小镇的打造奠定

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105国道从旁边经过，街北高速、增从高速等出入口均

设在该辖区内，地铁十四号线开通后，离邓村站仅 5公里，离江埔站

仅 3 公里，快速将锦洞片区融入广州的“一小时经济生活圈”。清源

张公祠、克守张公祠、文一萧公祠等祠堂古建筑也坐落在该区域，且

有大金峰百花果景区、外婆家农业生态旅游度假区等景点。且由于锦

洞属于“山地——山谷——低丘缓坡”的地形地貌，高山众多，峰峦

叠嶂，放眼望去，不同海拔的植被分布有所不同。位于东北和东南面

的山地，连绵起伏地环抱着各个村落，成片的农田、果园与远处的山，

令渐变的青绿色形成了不同的景致。

为更好地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江埔街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

邀请专家把脉，经过分析调研，最终确定以“桃花小镇”为主题。以

“锦上外婆家、洞里桃花源”为片区的形象定位，以“岭南文化小镇、

广府美食乡村”为功能定位，在原有的外婆家农业生态旅游度假区、

大金峰百花果景区等成熟的景点基础上，再以“六个一”工程（即建

设“一个文化广场”，升级“一条路”，美化“一条河”，开出“一片

花海”，打造“一个乡村音乐大舞台”，建设“一个岭南文化园”）为



抓手，全力打造“广州北的度假胜地、广州岭南村庄典范、广州首个

乡村大舞台”的特色小镇。

江埔街相关负责人介绍，锦一村、锦三村是 2014 年广州市级美

丽乡村创建点，锦二村被列为 2016 年广州市级美丽乡村创建点，其

中锦二、锦三村以种植花卉、果蔬等为主，锦二桃花是从化“一村一

品”，且获“广州市名优农产品”美誉。今后，江埔街将把锦洞片区

的美丽乡村建设从美丽景观提高到美丽产业、美丽智慧，又从打造美

丽乡村上升到特色小镇创建上来。

村民重拾桃花种植信心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桃花销售和价格的波动，曾打击了村民的种

植积极性。然而，听闻“桃花小镇”的规划建设后，村民茶余饭后的

话题变成了“要不要再种桃花？”

“对于‘莲麻小镇’‘西塘小镇’的发展成果，村民是有目共睹

的。大家在羡慕的同时也期盼着自己家乡的建设。现在，大家变得越

来越有信心，甚至之前已经完全放弃种植桃花的村民，也在谋划新的

种植计划。”区桃花协会负责人说。

村民张伯坦言，他种了几十年的桃花，真的不舍得放弃。“大家

都知道这里是‘桃花村’，但如果大家都不种了，没有桃花了，还能

叫‘桃花村’吗？”张伯感慨道。现在得知锦洞片区要建设成为“桃

花小镇”，他喜出望外。“说真的，这里距离高速口不远，到时候地铁

通了，交通也更加便利。附近还有不少景点，加上桃花，我们很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