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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
归。”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苏东
坡归家服丧期间，曾与友人一起在家中
栽下一棵荔枝树，并与其相约，待荔枝
红了，他便回家。谁曾想，荔枝树在家
乡三苏祠守望近千年，但它的主人一去
不回。

三苏祠内原有一棵900多年树龄
的荔枝树，名为“苏宅丹荔”，相传是
苏东坡当年亲手种下的。上世纪90年
代，这棵老树因病枯死。后来三苏祠
将枯树的树桩挖出，制作成标本作为
文物展出。2007年，三苏祠在“苏宅丹
荔”原址重新引进一棵荔枝树栽下，在
工作人员悉心照料下，这棵荔枝树不
但种活了，而且从2009年开始偶尔挂
果，2017年更是首次大面积挂果。

每年荔枝成熟时，这棵荔枝也成
了眉山人民最“惦记”的树。7月1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眉山三
苏祠博物馆获悉，今年荔枝喜获丰收，
馆方将在7月4日上午举行采摘仪式，
供游客免费品尝。

东坡一生爱荔枝
写下相关诗词20首

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三苏祠工作的林
小平坚定地认为，荔枝能在三苏祠栽活

结果，是个小小的奇迹。
“眉山气候温润潮湿，日照时间偏

短，根本不适合种植荔枝。”林小平说，苏
轼记载的这棵荔枝树，在上世纪80年代
偶尔还能结出几个果子，到了90年代初，
荔枝树就死掉了。为了纪念东坡，2007
年，三苏祠工作人员在原址上重新栽种
了一棵荔枝树。

林小平说，荔枝树怕霜冻，刚栽下那
几年，工作人员冬季为了给树保温，用塑
料膜将整棵树包裹起来。随后几年，荔
枝树适应了眉山气候，“保暖衣”渐渐脱
掉，“2009年开始，这棵荔枝树偶有挂
果，2017年第一次大面积挂果。今年再
次大面积挂果，真是难得！”

荔枝是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特产
水果，其产地最初在岭南，后扩植到包
括眉山在内的四川部分地区。苏东坡
对于荔枝的热爱自少即始，终生不改。
他盛赞荔枝“轻红酽白”“骨细肌香”，

“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他一生先
后在黄州、杭州、定州、惠州、儋州等地
写过荔枝的诗词20首，其中在惠州写得
最多。

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岭南。在惠
州谪居的第二年，他第一次吃到荔枝，随
即便创作出《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一
诗，对荔枝极尽赞美。此后，他多次在诗

文中表现了对荔枝的喜爱之情，其中最
著名的一句莫过于《食荔支二首》其二中
的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
南人。”

谁吃得最多？
松鼠独爱东坡荔枝

苏宅丹荔，长在快雨亭旁边。这座
小屋建于咸丰三年（1853年），1855年，
四川学政何绍基外出查考，在此屋避雨，
并为其题写匾名“快雨亭”。

每到荔枝成熟季节，松鼠就会沿着
快雨亭屋顶，频频光顾荔枝树。“2019年
开始，松鼠就多了起来。今年从十多天
前它们就成群结队来了，而且现在胆子
越来越大了，有人在它们也不怕。”三苏
祠工作人员说，“我们以前还投放过苹
果，不过它们根本不吃，可能还是更喜欢
吃荔枝。”

和松鼠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据了
解，今年的东坡丹荔，计划在7月4日上
午开摘，届时三苏祠还将邀请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昕升，带来
第二季“东坡大家讲”首期讲座：“‘东坡
荔枝记’——漫话荔枝古与今”。大家
可以通过三苏祠博物馆发布的推文报
名参加，免费品尝东坡丹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 王越欣松鼠独爱“苏宅丹荔”。伍静、侯建明供图

惠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李好
受访者供图

“川妹带川货培训中，不要停止学
习和成长的脚步，不断充实自己才能更
好进步。”近日，资阳市雁江区保和镇金
星村干部江昕怡，在抖音发布了她参加

“川妹带川货”培训的小视频，获得不少
点赞。

作为年轻村干部，江昕怡很早就利
用短视频平台带货推广家乡好物，数据
显示，她的带货销量已超600件。她最
新的视频中，开始推荐本村的青脆李，收
获很多点赞和评论。

江昕怡不是个例。今年以来，四川
省妇联推动实施川妹带川货巾帼电商人
才培养“千百计划”，广泛调研收集各市

州妇联及直播带头人培训需求，动员21
个市州开展川妹带川货巾帼电商人才培
训。截至目前，巴中、眉山、遂宁、资阳、
甘孜、阿坝、凉山等7个市州已围绕电商
发展趋势、短视频制作、直播实操等内容
开展培训，覆盖600余人次。

而巾帼电商人才培养“千百计划”
只是省妇联开展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省妇联在官方微信开设“巾帼大学
习”“家庭大学习”专栏100余期、“天府
小妹微普法”“天府家教微课堂”“家庭
教育大家谈”等栏目200余期，打造“妇
联好声音”栏目10余期，同时指导各地

妇联开设相关专题，传送全川妇联声
音，引领妇女思想潮流，汇聚新时代

“她”力量。
此外，省妇联还开展了“城乡融合

美丽乡约——川妹带川货”系列活动。
聚焦21个市州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
特色产业基地等“妇字号”“川字号”企
业、基地，整合东西部协作、川渝合作资
源，于“三八”妇女节前夕线上线下联动
开展直播带货、现场展销活动；全省各地
妇联共凝聚100余名巾帼主播，累计开
展线上直播150余场，线上线下累计销售
订单超23万单；联合省网商创新发展促
进会、阿里巴巴国际贸易部四川区域分

别推出“巾帼电商赋能包”及“巾帼电商”
合作专属服务体系，并邀请MCN、电商
培训等三方服务机构为展商提供模式咨
询、效果评估等数字赋能服务100余次，
通过电商赋能、直播带货培育乡村新质
生产力。

值得一提的是，6月19日，省妇联还
联合省委网信办启动2024年全省“争做
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挖掘巾帼好网民
故事和优秀工作案例，推选出在网上传
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推动网络文明建
设的先进典型、优秀案例，教育引导全省
广大女网民见贤思齐、向上向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看四川

四川加快推进巾帼电商人才培养“千百计划”

“苏宅丹荔”今开摘 游客可以免费尝
东南大学副教授李昕升将在眉山三苏祠开启第二季“东坡大家讲”

一年前的“东坡大家讲”台下，李好
身着宋服，打扮成苏东坡模样，聆听了莫
砺锋先生的讲座。

一年后的第二季“东坡大家讲”，李
好作为受邀嘉宾，将在三苏祠那棵著名
的“苏宅丹荔”下讲述苏东坡与荔枝的
故事。

作为惠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李好
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荔枝、苏东坡，在
他的心中都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苏东
坡，荔枝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水果，而是生
活的治愈，是乡愁的解药。”

一年前
他扮成苏东坡来到三苏祠

2023年5月19日，“东坡大家讲”第
三期开讲，聆听的观众中，有一位身着宋

代服饰的“苏东坡”，他便是李好，一名旅
游自媒体博主，同时也是惠州市旅游协
会副会长。此前在惠州时，他就拍摄了
很多苏东坡寓居惠州的故事。因为5月
19日是中国旅游日，他便借此机会，以一
个苏迷的身份来到三苏祠，开启寻找苏
东坡足迹的首站。

李好在眉山拍摄了十二时辰，尝试
了眉山的特色早饭——羊肉汤，还去了
眉山地标远景楼。此番来到三苏祠听讲
座，他品味了东坡美食，还带来了惠州的
荔枝。

“不过当时苏宅丹荔还没成熟，结得
也不是很好，所以留了一些遗憾。”李好
说。不过他的遗憾，在一年之后就有机
会弥补了。在得知“苏宅丹荔”今年挂满
枝头后，李好开心不已：“没想到今年三

苏祠的荔枝结得这么好，太难得了！”

荔枝红了
他说这是东坡“乡愁的解药”

在李好看来，在苏东坡的心中，荔枝
已经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水果。

“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时，已年近六
旬，囊中羞涩，北归无望，正是人生绝望
之时。”李好说，但是苏东坡到了惠州后，
时任惠州太守詹范仰慕和欣赏他的人品
和才华，于1096年特邀他到府衙去吃荔
枝，当时那棵荔枝树是原太守陈尧佐种
的，已近百年。“从种种待遇来看，当时惠
州的官民都是很敬重东坡先生的。东坡
先生把这种家的感觉寄托在荔枝上，进
一步表达了心安之处便是吾乡。”

李好介绍，苏东坡家喻户晓的那句

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就是在惠州市中心，如今的惠州市中山
公园那一带写的。

在西枝江畔的惠东县多祝镇上围
村，还有一棵远近闻名的“仙婆果”古
荔树。据专家考证，这棵“仙婆果”荔
枝母树树龄已逾千年。“或许东坡先生
当年，就吃过这棵古荔树结的果。”李
好说，“于东坡，惠州荔枝不仅是甘甜
的美味，也是故乡眉山的乡情，是乡愁
的解药。”

李好说，自己会和惠州市博物馆（惠
州苏东坡祠、东坡纪念馆）负责人钟雪平
一起，带着惠州的荔枝前往眉山三苏祠，
去感谢那位让岭南、让荔枝产生了千年
深远影响的先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王越欣

惠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李好：

荔枝是苏东坡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