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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丰西路房屋转让

9895，120㎡学区房，电话

15057808766，385307

金华复式房转让
9896永康房屋出租650966

房屋转让
9902 金水湾、华丰中路

套房、白垤里、银都别墅，

723820，15988578613

厂房出租
9903 古山底层 600㎡出

租，另一条全新喷塑线转

让15258945678

明珠新城复式低转
9907三层带花园760080

城西套房低转
9906 松石西路金丘塘村

145㎡45万13588609033

店面出租
城北东路店面 2 间 2 层

220㎡，装修好设备新。

可美容，足浴，麻将，休

闲，养身，培训，办公。联

系电话：15988579836

厂房出租
9911 下里溪工业区 1-3

层共计 690㎡适宜装配，

15058580123，585321

厂房出租
9917 经济开发区锡山路

249 号独幢厂房一楼约

3600㎡出租，水电全，交通

便（仓库优先）。联系：施

13758988138，688138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882浙江畅通工贸有限公

司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10 月 5 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45517802267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畅通工贸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1日

声 明
9874 杨昌选遗失浙江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号为

00218503，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882 永康市江南饼尚鲜

小吃店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1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3094804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江南饼尚鲜小吃店

2017年2月21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869 永康市西城新友酒

楼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1 月 18 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407622684XW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西城新友酒楼

2017年2月21日

声 明
9890 永康市西城新友酒

楼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14 日

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

（正 、副 本），浙 餐 证 字

2015330784000468，声

明作废。

声 明
9891 永康市东城慎桐副

食店遗失永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6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号为

JY13307840124823，声

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904 永康市古山良鑫汽

车修理店遗失永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7846101088 营 业 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古山良鑫汽车修

理店

2017年2月21日

声 明
9918 吕永晓遗失浙江省

无偿献血荣誉证，证号为

330000579600200，声明

作废。近年来，村里发现古樟被白蚁侵袭的痕迹，就马

叩访古树名木叩访古树名木
永康市农林局永康市农林局

永 康 日 报 社永 康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

棕榈树上嫁接樟树，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并不稀

奇，可在数百年前，这的确也反映了当时那位嫁接者

的技术水平高超。

家住古樟附近的村民楼汝兴告诉记者，村里一直

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从前村里有个人，对桃梨等水

果嫁接技术高超，一接即活。一天，有人想考考他，故

意给他出难题：“你嫁接技术这么好，不同的树种能否

接活？”他说：“应该能接活。”“那棕榈树上可以嫁接樟

树吗？”他说可以试试。出难题者当场与其打赌说：

“你若棕榈树上嫁接樟树成活，我就百秧田里开口塘，

在大路边上（五塘沿）竖牌坊。”由于棕榈树与樟树属

不同种类树种，很难接活，当时不少人都不信可以嫁

接成功。可是，那位嫁接者在村口城岸东段精心嫁

接，第二年春天那棵嫁接的樟树就长出了枝叶。于

是，那位与其打赌的人也在城岸西段北面百秧田开了

一口圆而深约 200 多平方米大的塘。上世纪五十年

代，因为造荷沅小学，那口池塘就被填平了，而棕榈树

至今还活着，留下了“棕榈接樟、田里开塘、大路边沿

竖牌坊”的民间传说。

□本版文/摄 记者 陈爱姝 章芳敏

棕榈树上成功嫁接樟树实为罕见。早在数百年前，象珠镇荷沅村就有人在
棕榈树上成功嫁接樟树。如今，那棵樟树已经有 220 来岁，而且枝叶茂盛，中空
处冒出一棵棕榈，旁边又斜生出一棵棕榈，好像在向人们诉说“我才是古樟之
母”。“棕榈接樟”的传闻轶事一代传一代，现如今更带动了荷沅村文化的发展。

棕榈树痕迹依然清晰
“快看，这棵樟树树皮是不是看起来和普通樟树

不太一样，好像还能看到棕榈树的痕迹呢！”16日，记

者在荷沅村村委会主任楼嵩的指点下，见到了那棵

令好几代人叹为观止的樟树。凑近细看，果真见到

古樟底部主干虽然与其他古樟一样已蛀成了树皮，

可树皮外侧及内侧材质明显不同于樟树，而是保留

着棕榈树的材质，树皮上呈现出一层层剥去棕榈后

留下的横线，记者不由连连称奇。

这棵古樟就生长在荷沅村文化礼堂前面空地

上。树上 2009 年时所挂的古树名木保护牌显示，当

时这棵樟树估摸 210 年树龄，被列为三级保护树

木。村民黄彩连说，这棵树近年来枝叶长得越发茂

盛，有种越活越年轻的感觉。在阳光的映衬下，樟树

树叶青翠欲滴。樟树的周边长出了不少小树，已分

辨不清是这棵古樟的枝丫还是它的儿孙。如果不是

樟树主干上冒出那几棵棕榈树，咋一看还真没发现

这古樟的根部竟是棕榈树。

楼嵩说，他小时候就见这棕榈树长这般模样，30

多年过去，棕榈树依然这样，许是养分大多都被古樟

吸收，因此棕榈树始终保持模样不变。

“古樟背面有一个树洞，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

捉迷藏，下雨时还是村民们躲雨的好去处呢！”楼嵩

“棕榈接樟”源于一个“赌约”

为古樟砌“保护墙”
因地制宜打造街角小品

“棕榈接樟””成荷沅村今古成荷沅村今古传奇

其实，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古樟及古树群生长空

间都已经受到了限制。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村活动

中心那幢两层楼建筑的存在，古樟的枝丫生长受限，

有一根枝丫已经和活动中心的外墙“撞”到，粉刷的墙

面已显露出红砖。

位于活动中心西侧的青冈栎，枝丫生长也受到影

响。为了不去“撞”墙，青冈栎就只好向着外侧生长。

长此以往，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这棵树或将成为一

株“歪脖子树”。

岩渡里村支书王利兴告诉记者，自去年省里和我

市的农林专家亲临现场指导后，他们决定对古树实施

更好的保护，为古樟定制了“一树一策”保护措施，加

强病虫防治、水肥管理、修剪枝条，其他古树生长环境

也将得到改善。

古树群中的建筑物显然影响美观，也不利古树生

长。前期，他们已经拆除了位于古树群中的配电房。

目前村里已明确思路，除了拆除原活动中心所在的那

幢房子外，还打算拆除古树群中已硬化的长廊。这样

一来，能减少硬化，还原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古

树的生长，也可以让古树及古树群脱颖而出，为开发

旅游景点锦上添花，进而促使村容村貌大提升。镇林

技员进村指导时提议，这片古树群有深绿树种也有落

叶树种，还可栽种几棵彩叶树，让古树长廊更美。

站在古树群中，记者不由得想起了多年后色彩斑

斓的古树群，相信不久的将来，岩渡里村将成为广大

游客喜爱的乡村游圣地。

拆除障碍 拓展空间 保护古树
岩渡里村古树群或为休闲旅游开发锦上添花

说起唐先镇岩渡里村，不少市民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心”字石刻、书法碑林、大
石佛等颇有特色的景点。可是，记者近日前往该村发现，村里那棵820来年的古
樟以及那成片的古树林，或将为该村主打休闲养生福地添上浓墨重彩之笔。

古樟与古树群隔屋相望
“休闲养生福地”或许是目前对岩渡里村最好的

概括。来到该村，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独具匠心的

梯田，瞬间让人产生一种远离尘世喧嚣、亲近大自然

的感觉，心情也随之宁静下来。

来到该村老年活动中心，只见活动中心东面就是

树龄达 820来年的古樟，西面是两棵具有近 200年树

龄的青冈栎。不远处，黄连木、松树、麻栎等，组建成

一片由数十棵古树组成的古树群。而古樟与古树群

正好隔屋相望。

古树群的那边是村里最大的一口池塘——城头

塘，这也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风水塘。树荫下的池塘

边，不少村妇正在悠闲地洗衣服。见记者前去采访，

村民们都说：“这片古树对我们用处可大了，饭后可以

到这散步，夏天在池塘边洗衣服还能遮挡太阳。不瞒

你说，这里的气温比别处明显要低四五度，到了夏天

感觉就更明显了。”

多年前，已过古稀之年的岩渡里村村民王岳阳见

到家乡自然资源丰富，就一直希望把家乡开发成旅游

胜地。他通过自己手中的镜头努力挖掘家乡山水的

旅游价值。通过村民和村干部的齐心协力，该村建起

了游步道、“心”字石刻、书法碑林、大石佛等颇有特色

的景点。去年，该村成功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

拆除障碍，拓展生长空间

上联系市农林局专家，及时采取措施开展白蚁防治及

其他保护。

“古樟四周原来是大水田，根部遭水淹曾一度影

响古樟生长，农田改造调整后，古樟生长环境得到了

优化，如今是越长越茂盛了。”天气一转暖，村里的老

人都爱来古樟树下坐坐，聊聊家常。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荷沅村以古樟为

中心，在附近建起文化礼堂。该村文体活动颇为丰

富，打罗汉、舞龙、打鼓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滚叉舞，已

多次在金华市级的比赛中获奖。今年 85 岁的村民楼

正道是一名老罗汉。他说：“年纪大了，适当参加文体

活动，能强身健体。”如今，古樟旁的文化广场成了该

村文化的发源地，村民们有表演也会聚集在此训练。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樟，村里还在古樟附近砌起

“保护墙”，并以此为核心打造街角小品。在古樟周边

栽种草坪，过道上铺上鹅卵石，为古樟生长提供更广

阔的空间。

说，“这棵古樟是村里的‘老寿星’了，见证了村庄发

展，还留下了‘棕榈接樟’的佳话。樟树中空处和斜生

出的棕榈树我们都舍不得弄掉，它们也是这棵古樟的

兄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