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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逃过厄运 如今身姿挺拔

820岁龙柏成古山坑里村“保护神”

各镇街区农办、各影友、摄影爱好者：

为加强全市古树名木的保护和宣传，开展“我爱森林家园，提升绿色发展，
打响森林旅游”。经研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评选“十大古树王”“十大最美古
树”“五大古树群”“十大森林古道”的摄影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品主题：永康市范围内“十大古树王”“十大最美古树”“五大古树群”
“十大森林古道”的摄影比赛。

二、主办单位：永康市农林局
三、奖项设置：一等奖4名 奖金各1000元

二等奖6名 奖金各800元
三等奖10名 奖金各500元
优秀奖40名 奖金各300元

四、作品要求：
1、突出主题思想，作品形式不限。通过四大主题内容画面，展示古树名木恢

宏壮观的气势，婀娜多姿的身影，气势如虹的原始生态，幽深美丽的森林古道。
2、参赛作品要求。参赛作品统一为彩色画面，不收黑白片。每张作品一律

制作成 7 英寸（以 17.8×12.7 厘米为准）照片；每张方片不超过 6 英寸（总面积不
超过 233 厘米）。单张作品可参赛，组照不能超过 4张，作为一幅计奖（照片可用
胶带连接，但不能装裱衬托）。

3、参赛作品需报送电子版，文件量每张不小于 3MB，数码文件格式为：
JPEG格式。

4、参赛作品范畴。必须在永康本地拍摄的古树、古树群、古道。
5、参赛作品制作。照片可作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整；谢绝提

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
6、参赛作品注明：

（1）作品题目（填写四大主题之一）；（2）拍摄地点（所在地村名）；
（3）作者实名（凭身份证领取奖金）；（4）联系电话（市府网短号）。
7、参赛作品一经投送，即视为作者同意参赛。涉及有关作品著作权、肖像

权和名誉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主办单位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主办单位对
获奖作品，拥有宣传使用权，并不再另付稿费。

8、参赛作品一律不退照片。主办单位如若采用没有获奖的照片，主办单位
将通知其本人，领取每幅200元的稿费。

五、截稿日期：2017年5月31日
六、作品投送：永康市农林局资源科1810室
联系人：邵唐洪 手机：13645890988（688890） QQ邮箱：2450902862

永康市农林局
2017年3月9日

关于开展古树名木及森林古道摄影比赛的通知

西溪镇柏西村古树群建起“城墙”

樟树树瘤似孕肚
村民认娘求平安

□记者 李梦楚 陈爱姝

柏西村，隶属于西溪镇。驾

车从西溪镇沿永磐公路往磐安方

向行驶，约 5 公里即可看到“寨

口”大石碑，在石碑处左转，再直

行 1 公里左右即到达柏西村口，

一眼就能看见成片的古樟树林，

当地人称之为“城墙”。

“城墙”上有块由市政府于

2009年立的“浙江省古树群保护

碑”，上面标明该古树群主体树种

为16株樟树，此外还有苦槠等树

种。古树群中，最大的是一株“樟

树娘”，胸径需四五个成年人才能

合抱，冠幅约二三十米，至今依然

枝繁叶茂，长势喜人（见上图）。

“城墙”边是穿柏西村而过的

一条溪流，潺潺清流为“樟树娘”

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柏西村村委

黄春明告诉记者，“樟树娘”根系

十分发达，据说村民在建房时曾

看到樟树根，而那里距离樟树至

少有五六十米。

抬头看，只见这“樟树娘”最

大的一根枝条一个成人不能合

抱，长约二三十米，一直延伸到溪

流上空。黄春明说，原先“樟树

娘”还有一根更粗更长的枝条，重

达好几吨，长得似乎要“够”到溪

流的另一头去。可惜 2014 年雪

灾时那根枝条不幸被压断，村里

只能以 1800 元的价格卖给一东

阳人，断裂处为防虫蛀就用水泥

封了起来。

这株樟树被称为“樟树娘”，

不仅是因为它树型庞大，还因为

柏西村有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认了这

株树为娘后，身体变得强壮起

来。久而久之，柏西人都称它为

“樟树娘”。每当孩子出世，为图

个吉利好带，就抱着孩子去拜樟

树为娘，这也是给孩子找个保护

神的意思。

记者采访时，“樟树娘”上正

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树群城

圆吾姓樟，和谐婴儿拜为娘”。中

间还贴着一村民手写的《继拜

书》：“我家有个小儿郎，拜为樟树

娘为娘，一夜睡觉到天亮，上学读

书步步高升，天天向上，考上大学

考头名，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一

生平安成人坐龙庭。”仔细看这

“樟树娘”，只见树干下部有颗硕

大的树瘤，就像是怀孕的肚子，当

真惟妙惟肖。

为保护这传说住着“树神”的

“樟树娘”及其他古树，去年柏西

村围着古树群新修了“城墙”，市

农林局专家近期也踏访实地，对

古树群保护作出指导。黄春明

说，日后柏西村除对古树进行后

期施肥、防治白蚁、修剪枯枝、修

补树洞等基础养护外，还计划用

透气的砖块修葺游步道，在保持

古树群原生态的基础上，让村民

及游客有亲近“樟树娘”的机会。

□记者 李梦楚 陈爱姝

“你好，请问坑里村是不是有株千

年龙柏？”

“对，你车往坑里村开，进村就能

看见。”

一路上，记者向附近村民打听古

山镇坑里村的千年龙柏，总能听到肯

定的回答，这也增加了一行人叩访千

年龙柏的信心。

驱车来到坑里村，果然在村口处

就看到一参天古树，从低矮的房屋中

间冒出了头。走近一看，原来龙柏的

“藏身之地”是坑里村老年活动中心，

几位村民正坐在广场上晒太阳，龙柏

就长在广场一角（见下图）。其枝叶虽

说不是特别繁茂，却也身姿挺拔、姿态

优美，果真是老寿星树！

广场一角，立有一块功德碑。上

面写道：坑里村坐落于栖霞、华釜两山

环抱中，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松

石坡有一古祠“松祠”，建于宋至正年

间（1380 年），光绪 1877 年重修，前厅

倒塌多年。2010 年经新一届老年理事

商议，耗资 8 万余元新建房屋、操场，

保护千年龙柏。

记者从市农林局了解到，坑里村

这株龙柏树龄 820 年，是国家一级古

树。坑里村老年协会主任朱禄寿坦诚

地告诉记者，从前村民做过不少不利

于古树保护的事：相传龙柏树下有太

平天国起义军留下的黄金，一些村民

掘地三尺，想要挖出黄金；以前龙柏树

底部有一很大的树洞，小孩子们就在

树洞里钻来钻去；立春时，有些村民会

爬到龙柏上折下枝叶，插在门窗上图

个 吉 利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有 人 想 以

2000 元 左 右 的 价 格 买 下 这 株 龙 柏 ，

“可惜”因它树干中空没卖成；还有的

村民想砍掉龙柏树制作水车、展板，提

炼精油，后来多亏村民朱兆贵到省里

反映情况，要求保护龙柏，这才让它逃

过一劫。

当然，随着时代的更迭，坑里村人

的古树保护观念日益增强，该村修建

祠堂正是为了保护好龙柏。如今龙柏

根部的土壤已经填高了 1 米多，朱禄

寿还记得，以前龙柏根系裸露时，他的

父亲曾召集村民，7 个成人合抱才把

龙柏围住，照片还曾在本报刊登过。

不过，记者见到这株龙柏时，它紧

靠着一户村民家，一根枝干与屋顶相

连，显然生长环境并不如意。坑里村

委会主任朱振东说，现在村里已经越

来越意识到保护龙柏的重要性，也一

直计划着为龙柏腾地儿，村民也非常

配合，但由于批屋基困难，村民拆建房

屋的事也就再三搁浅了。记者采访

时，这户房屋的主人——四方集团拖

拉机厂退休职工朱有金正巧在现场。

他承诺，只要屋基问题解决了，随时可

以为龙柏腾地儿。

临走，几位村民还指着龙柏说，主

干上的树皮较前些年包裹得越来越好

了，可见这株龙柏就是“坑里村的保护

神”，一定要保护好它。在过去的几百

年岁月里，坑里村人与龙柏相依相伴；

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龙柏依然会守

护这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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