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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桂林村是因桂林山而得

名，也有人说桂林山是因桂林村而

得名。不管如何说，此山此村确是

紧紧相依相守。

三峰相接，形如笔架的桂林山，

亘古不变地座落于此，东麓平坦而

肥沃的土地，成全了有着古老村庄

历史的桂林村，而且山如屏障，为村

庄阻挡住来自西边的凄风苦雨，千

百年来慈母般呵护着村庄。

如今，桂林村不仅有着“绿树四

边合，青山村外斜”的山村景致，更

有着以文明、生态、美丽、和谐成为

江苏省“最美乡村”的村貌，给桂林

山以无限诗意与更多妩媚。

此山此村，缘何与桂林密不可分？

“县治往南，越三十里，有山屹

然，丹桂成丛，秋香袭人，故名其乡

曰桂林。”桂林方氏家谱中如此记

载。此段文字不仅道出桂林村的由

来，更道出当年此地桂树成片成丛、

香气袭人的壮观之景。

这片土地不仅适宜桂花树的生

长，更适宜茶树的生长，著名的“沙

河桂茗”就产在这片土地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建有“桂

林茶场”并成为知青点，一队队知识

青年成为茶场垦荒种茶、采茶制茶

的主力军。当年的桂林茶场不仅以

千亩茶场成为全县规模第二的茶

场，更以优秀的品质和“桂茗”为名

的茶叶品牌，多次获得江苏省“陆羽

杯”名茶评比一等奖及“中国名茶”

等称号。

如 果 说 桂 花 树 是 让 桂 林 村 传

名，那么茶树不仅让桂林村出名，更

让村民们致富。

今天的桂林村，可谓是名副其

实的茶叶专业村。现有茶园两千多

亩，拥有二十多家大大小小的茶场，

每年给村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一些村民凭着丰富的种茶、制茶经

验，虽然没有茶园，也能从他乡收购

鲜叶进行加工，或是在他乡承包经

营茶园。

每当春茶采摘之时，桂林山下

满山满坡的鲜绿茶园内，到处都有

来自各地的采茶姑娘。在桂林山的

葱茏背景之下，纤纤巧手在半坡飘

雨半坡晴的茶园内翻飞。这不仅成

为桂林茶园的春景，更成为省内外

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的美景。

地理位置独特的桂林村，不仅

有秀丽的桂林山，更有美丽的天目

湖。国家 AAAAA 级的天目湖旅游

度假区和五星级宾馆涵田度假村都

与之相连。桂林村可借景区之力提

升村庄实力，景区也需借村庄山景

拓展经营。于是一场新农村建设的

序幕悄然拉开，而桂林村也从舞台

幕后亮相于前台，并以纯真而美丽

的姿态展现着自己。

村庄的规划建设是由常州规划

设计院依据“村在山中，水在村中，

屋在林中”的特色设计。

构建村庄大格局，打开村庄大

通道。贯通东麻公路后，将黑色道

路又铺进村庄，构成环路，并接通周

边的大小村庄。

水是村庄的命脉。处于天目湖

流域的桂林村，早早用上了天目湖

水。污水处理更是格外严格，不能

污染这片水域。在家家户户通上自

来水的同时，村里对污水进行处理

排放，建成了四百户四格式生态化

粪池和四个水冲式公共厕所，并对

村庄的河道塘坝彻底清淤。

村庄之美，美在整洁。村庄砌

有花墙，危老破旧之屋被拆除，村民

宅院外墙被粉刷一新。绿树是山村

的自然景观，桂林村在保持村庄绿

树成荫特色的同时，继续加大村庄

的绿化和美化。在对村庄原有的树

木、竹园、花草、果树进行整修的同

时，对道路、沟渠两侧及池塘四周进

行绿化，还在全村开展了“门前屋后

四棵树”活动。此举得到村民们的

积极响应，村民们都自觉地在门前

屋后种上桂花、银杏、榉树、杨梅、樱

桃、石榴等树种，使村庄绿化率达

85%。

如今的桂林村绿树四合，道路

宽阔，房舍整齐，环境优美；村旁茶

园漫山吐翠，果树枝头飘香，池塘水

清草绿，田野沟渠网格。美丽的山

水，美丽的村庄，不仅让村民享受着

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更引来众多的

游客来此休闲观光。村里开办了十

多家富有山区特色和风味的餐馆、

农家乐，“沙河桂茗”，也成了游客特

别青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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