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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留住珍贵的“绿色记忆”？

□本报记者 张辉 文/图

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
古树名木是珍贵的自然遗产，是有生命的“活文物”

“绿色化石”“活档案”，具有重要的生态、科研、历史、文化
价值，在区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在许昌497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长着900多棵古
树名木。它们迎风傲雪、饱经沧桑，犹如一位位长者，见证
着时光变迁，记录着城市变化，积淀着深厚底蕴，在岁月更
替中彰显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

那么，我市有哪些古树名木？它们主要分布在哪里，
生长现状如何？未来将如何更好地讲好“古树故事”？近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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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秋日的阳光洒在市区
三里桥街与建安大道交会处的皂角

树上，为它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砖砌
护栏中的皂角树枝叶繁茂，一个个状如月牙的
皂角缀在枝头，随风摇摆。粗壮结实的树身、
虬曲苍劲的枝干，无不显露着这棵古树的沧桑
与厚重。从四面八方赶来“打卡”胖东来天使
城的游客路过古树时，总会不自觉地多看两
眼。水泥铭碑显示，这棵树已经有 150 多年树
龄。

仔细观察，与其他古树不同的是，这棵皂
角树的“怀”中还长有一棵粗壮的构树，形成了

“树中树”的奇观。两棵树枝杈交错，肆意地伸
展着身姿。

“这棵古树在市区很有名。”从此处路过的
市民张建伟回忆，当年修三里桥街时，为保护
这棵古树，应居民要求，政府部门专门将道路

“摆头”，并为其修建护栏和铭碑。政府的这一
做法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也成为当年市民关注
的热点。

这棵皂角树是我市古树名木中的一员 。
古树名木指树龄长且具有一定价值的树木，按
规定一般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即古树；而树
种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
木，则被称为名木。按照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
档技术的规定，古树分为国家一、二、三级，国
家一级古树树龄在 500 年以上，国家二级古树
树龄在 300 年—499 年，国家三级古树树龄在
100 年—299 年。国家级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不
分级。我市目前共有古树名木 932 棵，其中一
级古树 156 棵、二级古树 252 棵、三级古树 484
棵，名木 2棵，古树群 4个 38棵。

“古树的数据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造林科科长朱倩丽介绍，全市古
树名木资源共涉及 22 科 38 属 38 种，其中国槐
最多，达 420 棵；皂荚排名第二，共 137 棵。此
外，我市古树名木主要分布在禹州市、襄城县、
长葛市和建安区。就具体生长环境而言，古树
名木在平原分布较多，在山区分布较少；在古
庙、寺院、名胜古迹、公园等地分布较多，在田
地内分布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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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攲斜临古道，枝不
生花腹生草。行人不见树少

时，树见行人几番老。”古树是历史
的见证者。然而，再古老的树木终

将经历生长、衰老、死亡的过程。由于树龄
大、树体长势衰弱、根部生长力减退、死枝数
量增多、抗逆性差、易受不良因素影响或遭
受人为破坏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树保
护已经成为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为了赢得
这场“比赛”，我市一直在努力。

“平时，只要接到市民或相关部门的反
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来对病虫害进行
处理。”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副主任、高级工
程师郭忠磊介绍，我市古树名木一般遵循
属地管理原则，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负责
城 区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的 技 术 指 导 和 监 督 工
作。他们接到问题反馈后，会赶赴现场进
行实地察看，根据古树名木的不同状况，
制定相应的复壮技术方案：对有病虫害的
树木，通过生物防治等手段进行维护，同
时根据生长情况采取施肥、除草等复壮措
施 恢 复 其 生 长 ； 对 枯 空 严 重 、 倾 斜 的 树
木 ， 进 行 填 堵 树 洞 、 加 固 、 支 撑 、 疏 枝
等，确保其生长；对立地环境差的树木，
采取砌坝、培土、护坝等措施防止水土流
失，通过松土、填充有机肥等措施增加透
气、透水面积，增加土地肥力，改善立地
环境，从而复壮树体。

今年 7 月，为全面加强我市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古树名木资源
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古树名木资源和生
态环境安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公
安局、市城市管理局对城区古树名木开展专
项巡查保护行动，重点对城区古树名木的生
长环境、健康状况、挂牌管护情况、是否存在
违法破坏现象等进行实地核查。“巡查中，我
们发现部分古树存在长势衰弱、感染病虫
害、枯空严重等现象，就邀请园林专家给出
具体保护意见和建议，同时督促属地及管护
单位立即整改。”朱倩丽说。

朱倩丽介绍，近日，省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下发了《开展全省古树名木普查数据建档
入库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查清全省范围
内古树名木资源的数量、种类、分布状况、健
康状况、权属、责任单位及传说记载等情况，
拍摄古树名木数码照片并采集 GPS 定位数
据，形成完整的文字、影像、电子资源档案；
建立全省统一的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古树名木动态化管理；掌握古树名木资源
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古树名木
保护经验，积极推进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治
化建设。“目前，我们正在稳步有序推进这项
工作。”朱倩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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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蕴含着丰富的人文
信息，是人们重要的情感寄托，也是

祖先留给子孙的美好记忆和乡愁的载
体。如何更好讲好“古树故事”，留住珍贵的

“绿色记忆”，让古树成为展示我市生态文明建
设成就、深厚历史文化的魅力符号和名片，是
近年来被频频提及的话题。

近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新华网
等媒体组织开展以“探寻最美古树 守护绿色
乡愁”为主题的古树名木推选活动，拟在全国
范围内推选出 100 棵古树和 100 个古树群。我
市积极响应，推荐禹州市大鸿寨千年银杏树和
长葛市古社柏群参选全国“双百”古树。

今年七夕（8 月 22 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联合央视推出“古树下的告白”活动，邀请
全国网友线上、线下“打卡”，让古树和全国人
民见证他们的爱情，禹州市大鸿寨千年银杏树
成功被评为“全国告白古树”。此前，我市还围
绕“传承”“守护”“祈愿”“祝福”等关键词，开展
了许昌市“古树下的告白”线下“打卡”活动，邀
请民众到千年银杏树下“打卡”祈愿、为爱告
白，吸引 4000 余人参与。

“这些活动的举办增强了全社会保护古树
名木的意识，更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朱倩丽介绍，近年来，
我市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使保护古树名木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自觉行为，但也存在破坏性保护等问题，如
硬化树冠下方地面、修建树池较小、栏杆扎得
太窄等，因经济利益驱使等擅自移植、乱砍滥
挖古树名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我市制定出台相关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管 理 法 规 的 工 作 已 被 提 上 日
程。而法律法规的出台，无疑对规范保护管理
古树名木资源，增强全社会爱护古树名木、保
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充分发挥古树名木在传承
历史文化、弘扬生态文明中的独特作用具有重
要意义。

“我们将持续推进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治
化建设，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大力营
造热爱、珍惜、保护古树名木的浓厚氛围，确保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落地见效，努力让每一棵古
树名木都‘老有所养’、枝繁叶茂。”朱倩丽表
示。

●我市目前共有古树名木932棵，其中一

级古树156棵、二级古树252棵、三级古树

484棵，名木2棵，古树群4个38棵

●全市古树名木资源共涉及22科38属

38种，其中国槐最多，达420棵；皂荚排名

第二，共137棵

●我市古树名木主要分布在禹州市、襄城

县、长葛市和建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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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神垕镇灵泉寺旁的银杏树

古树名木铭牌 我市定期对古树名木进行查勘复壮

长葛古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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