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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共有我市共有15351535株古树名木株古树名木，，生存环境有喜有忧生存环境有喜有忧

科学精准保护让古树名木更科学精准保护让古树名木更““长寿长寿””

记者对唐先镇岩洞口村并不陌

生。6 月 15 日-16 日，省森林城镇预

检组一行对我市创建省级森林城镇

工作进行预检，该村是其中一站。

站在岩洞口村黄塘边的村文化

广场上，远望青山环抱，近看古树参

天，谁也没想到，该村如今长势良好

的两株拥有 270 多年树龄的古枫香

树曾面临“生存危机”。该村党支部

书记胡献忠介绍，十多年前新农村建

设时，为了改善村庄环境，该村硬化

了村道和广场，连同两株枫香树树根

处也进行了硬化。没过两年，大树就

出现了落叶、枯枝等异常情况。

大树的异常很快引起了村两委

和村民的警觉。在市农林局的指导

下，大家找到了“病根”：因水泥覆盖

古树的根系，阻碍古树根部自由呼

吸，使得古树长势不好、日渐枯萎，如

果不“及时止损”，古树会“慢性死

亡”。

2011 年，该村花费几万元拆除

了硬化的道路，与古树相邻的广场重

新铺上生态条石，让古树能够自由呼

吸，及时吸收水分及养分。去年，该

村又联系园林管理所对枯枝病枝进

行清理。下一步，该村还计划对黄塘

进行生态改造。

说起这两株枫香树，74 岁的村

民胡叶青很有发言权：“这两株枫香

树，见证了岩洞口村的历史变迁。十

年前我们不懂科学保护，对它们造成

了伤害，幸亏发现及时，以后会更加

珍惜它、保护它。”

马世勇表示，古树名木是我市悠

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的“见证人”，

保护这些“绿色文物”是全社会的职

责所在。目前，市农林局已要求各镇

街区陆续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也

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切实

保护好现有古树名木资源，促进自然

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唐先镇岩洞口村拆除硬化道路，还古树自由的生存空间

方岩镇派溪村烟常祠堂口边上

有一株 500 多年树龄的古樟树，需 5

个成年人才围得过来。令人奇怪的

是，古树一边的树枝已枯萎。

2009 年，这株香樟树还枝繁叶

茂，但生长环境不容乐观：周边居民

违规搭建小屋，直接搭在树上；树边

设有简易土地像，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都有村民来此烧香；由于大树主干中

空，树洞成了村民的垃圾场。

66 岁的村民徐有才告诉记者，

大约四五年前，农历十二月十五，村

民到此烧香，早晨六七点时村民听到

起火声，只见大树已经烧了起来，虽

经独松村义务消防队全力扑救，大树

依然受损严重。

他说：“我记得小时候这棵树枝

繁叶茂，比周边的房子还要高，火灾

后大树枝梢损毁比较严重，好在又有

新枝冒了出来，以后大家肯定会好好

保护它。”

派溪村村委会主任颜强说，上

个月，村里接到市农林局《关于加强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通知》，经调

查，发现这株香樟树存在违规搭建、

垃圾倾倒、营养缺失、树干腐烂、树

枝劈裂、树体受损、树体中空等诸多

问题。之后，该村拆除了 2 处违规

搭建小屋，清理了大树根部的垃圾

等有害杂物，并在大树周围修砌了

防护栏。

颜强说：“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专

家制订的‘一树一策’保护方案，改善

大树的生长立地条件，及时修剪清理

枯枝病枝，防治病虫害，还古树名木

一个自由清新的生存空间。”

方岩镇派溪村拆违建清垃圾，改善古树生长立地条件

今年，古树名木保护被提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省林业厅先后下发《关

于印发<浙江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抓紧

组织开展2016年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的通知》，并下拨我市古树名木保护

工作专项经费 100万元；金华市林业

局下发《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的通知》。

据了解，我市今年主要对 40 株

树龄在 500年以上的国家一级古树，

按照要求制定“一树一策”保护方案，

并落实保护措施。

此外，我市将于年底对全市所有

古树名木调查建档，将信息录入“浙

江省古树名木监管平台”。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对古树

名木生长影响最大的是地面硬化、违

规搭建、土壤积水等人为因素。”市农

林局副局长徐龙飞说，“对古树保护

措施不当、保护方法不科学，不仅起

不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对古树造成二

次伤害。事实上，不要破坏就是最好

的保护。此次活动，要树立‘精准’保

护意识，从长期发展着眼，科学地保

护古树名木。”

市农林局贯彻文件精神，开展古树名木普查保护工作

为加强古树名木资源的保护与

管理，市农林局曾对全市古树名木进

行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

市农林局资源经营管理科科长

马世勇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现

有古树名木 1535 株，其中 3 株为名

木。古树中，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古

树有 1532 株，树龄超过 800 年的有

17 株，树龄最大的是生长在象珠镇

塘里坑村溪边的一棵樟树，树龄约为

860年。

名木中，2 株是周恩来、黄绍竑

于 1937 年亲手栽种在五峰书院，以

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意的白花

泡桐树，去年，它们被评为“浙江十大

名木”；1 株是生长在西溪镇青山口

小学屋后的野生珍稀树种花榈木。

“全市古树名木中樟树数量最

多，有 679 株，约占总数的 44.23%。

樟树和枫香在我市分布最广，各镇街

区均有分布。”马世勇介绍，我市古树

名木主要分布在西溪镇、方岩镇、花

街镇、舟山镇、象珠镇、古山镇、唐先

镇和江南街道。全市共有 11 个古树

群，方岩镇 4 个，西溪镇 3 个，西溪镇

上马村古树群面积达 30 亩，是比较

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地带型植被的天

然古树群。此外，象珠镇有 2 个，芝

英镇、古山镇各1个。

据了解，我市 92.25%的古树名

木分布在农村，自然保护区次之，分

布在城市的最少，仅有 30 株。实地

调查发现，我市古树名木资源虽然较

为丰富，但是部分古树名木的生长状

况却不容乐观，主干空心腐心、枝梢

枯损的现象较为普遍。

我市共有1535株古树名木，分布于全市各地

古树名木是极其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在几百年甚至更漫长的岁月里，它
们接受大自然的“洗礼”，“阅尽人间春色”。它们既是岁月演变的实证，又是珍
贵物种资源的基因库；它们既是靓丽的绿色风景，又是人们的感情寄托。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目前尚存古树名木1535株，这些古树名木历经风雨沧
桑，散落于全市各地。日前，市农林局认真贯彻省林业厅、金华市林业局关于加
强古树名木保护的文件精神，着手制定“一树一策”古树名木保护方案，全力保
护这些“绿色活化石”。

□记者 李梦楚

古樟树需5个成年人才围得过来

唐先镇岩洞口村的古枫香树

与古树相邻的广场铺上了生态条石

方岩镇派溪村的古香樟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