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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怀旧古道前行，我们来到了大

陈村着力打造的“后栋氧吧”。这里原

本就是该村的“风水栋”，栽种着大片松

树、水杉、檫树等，显得高大挺拔。这里

也有一棵 400 多年树龄的古樟。这棵

古樟，就像一把大伞，撑起了整个氧吧。

陈泽胜介绍，这里的树木大多是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栽种的。原先，这里还

有一棵和村口差不多树龄的古樟。那

棵古樟根部也有个树洞，可以穿过树洞

爬到上面的枝杆去玩。村里调皮的娃

娃就在树洞里过家家。上世纪八十年

代，当娃娃们在那煨豆角时，不慎引发

火灾。“城里消防车来了两趟，但最终还

是没能保住那棵古樟。大火还烤枯了

古樟旁边几棵大松树，真是可惜哪！”在

场的干部村民现在说起还是心痛不已。

陈泽胜说：“古樟被毁，少却几多欢

乐童趣。从此，我们也更加深刻认识

到，要好好保护古树。”这不，有人对落

叶的檫树等提出异议，陈泽胜就“力排

众议”，认为常绿树木应该与落叶树木

有机搭配，这样冬日的阳光才能铺洒林

间⋯⋯

如今的“后栋氧吧”树种越来越丰

富了。这里也成了村民们的后花园，附

近还有“梅、兰、竹、菊”4 个主题文化

园，流经后栋的前溪正在建设 2700 多

米的健康绿道。大陈村提前设计，早在

2015 年就栽下 1000 多棵樱花，樱花园

去年就开始绽放鲜花，想必今年花事一

定更盛了。“流水”门前对着“后栋氧吧”

的“三友农家”老板娘笑呵呵地说：“俗

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得益于这

片生态林，加上村干部有眼光，新农村

建设有特色，我家利用这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开设了农家乐，生意特别兴旺。

这不，从大年三十到年初十，床位全部

满员啦！”

据悉，大陈村是永康较早发展民宿

经济的村庄，2015年被评为国家 3A级

旅游景区。大陈旅游、大陈民宿声名远

播，离不开该村自然生态之美，离不开

一棵棵古树、一片片林园。

“门前古道清幽，小院青
瓷铺地，屋外的秋千悠悠摇
摆着，唤动着藏在心底的眷
恋⋯⋯”这是前仓镇大陈村
给人最初的印象。然而，你
知道吗？大陈除了闻名遐迩
的民宿，还有 600 多年树龄
依然枝繁叶茂见证大陈发展
的古树。每一棵古树总是有
着不一样的故事，元月 20
日，记者在该村干部村民的
陪同下，再次踏访了大陈村。

古树名木承载着时空的变迁，印

刻着岁月的痕迹，是先人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进

一步加强全市古树名木的保护和宣

传，打响森林旅游特色产业，弘扬生态

文明，激发人们热爱永康、热爱家乡的

强烈感情，开创我市绿色发展新天地，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市绿化与

湿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农林局、永

康日报社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推荐

评选永康市“十大最美古树”“十大古

树王”和“五大古树群”活动，各地干部

群众反响热烈。

即日起，本报特推出“叩访古树名

木”系列报道，让我们把眼光投向“阅

尽人间沧桑”的古树名木。假如你的

家乡也有古树或古树群，而且围绕着

古树发生过什么故事，或留下什么动

人的传说，古树给了你太多太多美好

的回忆，那就和我们联系吧。联系电

话 ：87138745 18395963469 市 府 网

620231 793294 。

□ 开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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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成大陈村另一金名片

□记者 陈爱姝 章芳敏

“三古文化”见证村庄发展AA

来到大陈村，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三古文化”。坐落在村口的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古祠陈氏公祠和古桥荆川

桥，还有如伞如盖默默长在荆川溪畔

610 多岁的古樟，便构成了千年古村大

陈村独特的“三古”文化。

据了解，大陈村是博士之村，这里

曾出过 6 位博士。大陈村山美水美空

气好，更是长寿之村，全村人口不到

10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有50多人，

90岁以上的有5人，曾出过几位百岁老

人。更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大陈村

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村干部前往福

建漳州参加了授牌仪式。此行令记者

惊喜的是，依傍着古樟树，该村刚刚建

成的颇具创意的“街角小品”，“博士之

村”“长寿之村”“生态之村”在这里一一

得到呈现。

荆川溪流水潺潺。古桥坐落在荆

川溪上，连接着古祠和古樟。村民们

说，此处便是他们儿时的乐园。“这个叫

牛鼻潭，是夏天水牛泡澡喝水的地方。”

村干部陈培越指着古樟边上的荆川溪

说，“那时候，父辈农闲时就爱坐在古老

的廊桥上话家常，天气转热时，村里很

多和我同龄的孩子都喜欢拿个脸盆，从

这跳下去游泳戏水。村委会主任陈泽

胜就是根据印在脑海深处的美好回忆，

灵机一动，利用溪岸打造了这处‘街角

小品’。瞧，那栩栩如生的娃娃一个挨

着一个正准备下水游泳呢！”

经过 600 多年的风吹雨打，古樟越

发显得苍翠遒劲。它的树干粗壮，需要

四五个人才能围住。在主干的 1.5 米

处，留着一段粗粗的枯死残枝，附近长

出了新的枝丫，树的背部早已蛀空。据

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古

樟不幸被雷击中，一根枝丫被折断。“那

枝丫一直伸向荆川溪，甚至延伸到了溪

对面的路上。儿时我们常常在古樟树

洞里钻来钻去，甚至爬上那枝丫再跃入

溪水中，个个堪称‘跳水运动员’。”长大

后常年在外发展的陈泽胜对古樟有着

别样的情感。从那以后，村民就开始更

加爱护古樟，在古樟周围砌了“保护

坎”，栽上了小灌木。许是发现“保护

坎”太逼仄不利于古樟生长吧，不久前，

在市农林局的指导下，村里安排人员在

古樟周围精心打造了微景观，拆除了

“保护坎”，清理了四周灌木丛，给古樟

来了个“大解放”。如今，古樟生长的范

围更加宽阔，树上爬满了野生藤蔓，枝

头还悬挂着一个个自然生长的吊瓜呢。

“后栋氧吧”成村民休憩乐园BB

“枯木逢春”传佳话
在“后栋氧吧”附近的池塘边，

还 有 一 棵 有 着 数 百 年 历 史 的 古

樟。远远望去，它就像是一棵枯

树，走近一看，原来树的中段已长

出了新枝。陈泽胜说：“几年前，我

们发现这棵樟树渐渐枯萎，就立即

联系了农林专家。专家察看后，帮

我们分析了原因，但当时大家都认

为已难救活⋯⋯”

据了解，大陈村目前共有 5 棵

这样的古樟树。“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大家都觉得古树来之不易，特

别地爱惜。这棵枯萎的古樟很可

能因为前些年新农村建设时对道

路进行了硬化，根部“呼吸”受到了

影 响 ，加 上 离 池 塘 太 近 ，位 置 受

限。村里根据农林专家的指导采

取了补救措施，清除了垃圾，迁移

了搭建这里的粪缸，四周栽上了小

灌木，减少人为的骚扰，在道路建

设规划上，尽量为大树提供足够的

生长空间。大约过了两年，这棵古

樟竟奇迹般地长出了新枝，留下一

段“枯树逢春”的佳话。

“近日市农林局专家再次踏访

大陈，按一树一策要求对这棵古树

的保护进行指导。开春后我们将

对古树旁边的道路钻洞，好让古树

根部‘呼吸’更舒畅。”大陈村党支

部书记陈建伟说，得知该村的名木

古树措施做得不错，现在有的村已

发出邀请，让他们前去指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

陈村干部群众正用行动践行这一

理念，谱写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旅

游经济的新篇章。

村口600多年的古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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