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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访古树名木叩访古树名木

永康市农林局

永 康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

由市农林局和本报联合推出

的“叩访古树名木”活动将告一段

落，期间得到了各地干部群众的热

烈回应，在我市，古树名木保护意

识正日益加强。
去年以来，市农林局切实加大

古树保护力度，全面排查摸底后为

全市 43 株 500 年树龄以上的古树

制定了“一树一策”保护方案。在

一些村庄，古树成为当地颇具特色

的街角小品，古树保护工作与美丽

乡村建设相结合，努力打造“一树

一景”的主题公园。今年，市农林

局与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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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传递着保护古树名木的最

强音。

为期三个月的叩访，我们也发

现古树名木的保护力度存在着不

平衡、保护方法不科学，有的村发

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可有的

村古树周围依然过度硬化或建房

筑路、过度开发蚕食着古树生长空

间，影响着古树生存。探访中发现

2009 年挂牌保护的古树名木也有

的已不复存在，无迹可寻，还有的

经受不了暴风雪的侵袭，折断了枝

桠甚至连根拔起，没了生机。

古树名木是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与文化的象征，是森林资源中的

瑰宝，是自然界和前人留给我们的

无价之宝。让我们加强对古树名

木的保护，让一棵棵古树名木在新

时代里焕发勃勃生机，为创建国家

级森林城市、为生态美丽永康建设

增色添彩。

结束语■

□记者 陈爱姝 章芳敏

一说起舟山镇台门村，不少市民自然就

会把它和采石文化联系起来。可是，除了采

石文化和杨溪生态湿地外，台门村还藏着鲜

为人知的“宝贝”。3 月 23 日，记者在舟山镇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幸目睹了台门村两棵

独特的古树。

一到该村文化礼堂附近，记者就发现那

棵遒劲的古柏木，与旁边的双眼井、小水渠、

古桥和古屋相映衬，村民称之为“古柏双井”。

柏木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村

支书应绍洪说，这棵古柏在2009年挂牌时的

树龄是 360 年。可是，后来浙江省和金华市

的农林专家来村里考察后，都说这棵树远不

止 360 年，甚至超过 630 年。柏木边上还立

着一块石碑，上书“天下二株半”。村民们介

绍，他们从先人口中得知，这棵柏木就是其中

的那一株，至于其他一株半在哪，也未曾听先

人说起。村民们推测，此处就是台门村的发

祥地，先有树后有村，由此推测这棵柏木树龄

起码 600 多年了。柏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

雨，主干上的树皮大多已经脱落，显然只凭仅

剩的两片树皮为上面两根枝桠提供营养水

分，但上面的枝桠依然青翠。

“这棵柏树的叶子和别的不太一样，像辫

子一样缠绕着，还会结籽。内部是红色的，有

一股奇特香味。”村民说，“柏树寓意吉祥，以

前家有喜事就会来折点枝条。古树被列入保

护范围后，我们意识到保护古树的重要性，也

不再折树枝了。”

早前，村民们为了保护古柏，就在树上钉

了钉子，防止有人偷偷爬树折枝。林业部门

也曾拨款用于古柏的保护，村里安排人员清

理了古柏周边的杂物，砌了围栏。去年，村里

以古柏、古井为核心打造了街角小品。

“我们村除了古柏，还有棵神女树，长得

可奇特了。”在村民指点下，记者来到该村水

碓山山脚，往本保殿后一探，发现它竟是挨着

岩壁生长的，一些树根裸露在外。“看，这树根

像不像一位盘着腿的女子？这是胸部，这是

手臂，这是双腿⋯⋯”同行的人越看越觉得像

极了身材窈窕的女神。据村民介绍，这是棵

黄连木，因其生长的地方比较僻静，去年着手

打造文化特色村时才被发现。看其树干及长

势，应该也有上百年了。

“苍劲古柏和奇特神女树也为我们打造

美丽台门增添神秘色彩。”应绍洪说。

古柏木苍劲挺拔 “神女树”丰满奇特

两株奇特古树为打造美丽台门添彩

□记者 章芳敏 陈爱姝

近日，记者随市农林局工作人

员前往历山查看省级森林公园建

设线路时发现，位于半山腰的福建

寮自然村村口古木参天，走近一

看，果真好几棵二三百年树龄的枫

香、青冈栎等古树已列入保护。

村民傅新洪告诉记者，他们的

祖先是福建人，当时村口的这几棵

树许是先人留下的。至于到底是

谁又是哪年栽种的，大家都不知

道。傅新洪今年已经79岁，在他的

记忆中，村口的古树远不止这些。

曾有棵黄檀，就长在溪边的岩壁

上，粗大的主干被蛀空，一些顽皮

的孩子经常在树洞里玩耍，有一次

不小心把树给烧掉了。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村里也有不少古树在大

办钢铁时遭砍伐。从那以后，村口

的古树就只留下现存的这几棵了。

福建寮山上还有一株松树，已

有 200 多年。采访当天，正好市农

林局安排人员前去给古树打针，预

防松材线虫病。

眼下，历山正着手打造省级森

林公园，福建寮的红枫青栎苍松也

将为公园建设增色不少。

□记者 李梦楚

近日，记者听闻唐先镇白莲塘

村有一株 618 年树龄的古樟树，不

幸在 1 月 27 日除夕夜突然起火，如

今市农林局及唐先镇正努力采取

补救措施。古树被络绎不绝的香

客当作“树神”供奉祭拜不是什么

新鲜事，但有些香客无视古树保护

规定，将香烛紧挨古树置放，致使

古树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此次古

樟树遭焚，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场：600岁古树被烧得焦黑
3 月 29 日，记者驱车来到白莲

塘村叩访位于该村本保殿边上的

这株古樟树时，村民们无不为“樟

树娘”被烧而倍感惋惜。

眼前的这棵古樟需两三个成

人才能合抱，被烧得漆黑的树干让

人触目惊心，树上四五根枝桠，中

间的已被烧得仅剩几片枯叶，两边

树皮未烧死的枝丫侥幸逃脱厄运，

已冒出新芽。

“这就是被烧的古樟树，已经

有600多年历史了。”附近的村民告

诉记者，古樟是村民心中的神树。

每逢过年过节、家中喜事，村民都

会在树前焚香祭祀。

为了保护古树，白莲塘村两委

在古树围栏旁专门开辟了安插香

烛的围栏，在本保殿就近设置香烛

架，但仍有不少村民无视一级古树

保护牌，将香烛插在古树树洞，埋

下烧毁“樟树娘”隐患。

村民们反映，事发当晚，大概

是因为遗留的香烛靠古树过近就

着火了。村民立即组织自救，但碍

于没有好的救援工具，火势蔓延，

后来村干部、消防官兵都相继赶

来，全力扑救才将大火扑灭。

“村民们都很爱护古树，它就

像 我 们 村 的 大 家 长 一 样 守 护 我

们。没想到，一把火把树烧成这

样，也不知它还能不能存活。”痛心

的村民期盼能够加大对古树保护

力度，防止古树再遭破坏。

“村里还有另一株与之同龄的

古樟树，但由于生长在村中主道路

边，我们也担心遭到破坏，之前就曾

被一辆大货车不慎冲撞。”却见村中

这株古樟主干也已蛀空，树底部虽

建有一小圈围栏，但因其四周将浇

筑水泥路，又被新建的楼房“夹击”，

生长环境不容乐观。有村民甚至觉

得古树挡了道路，也有的担心其蛀

空倾斜的枝干什么时候会断裂倒

塌，影响人身民房安全。这些问题

都急需相关部门、镇村干部及时“会

诊”，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该村还有一株树龄约108年的

黄连木，就长在村民施建华的祖坟

上。虽然这个时节古树尚未抽芽，

但也能看出这株树自生自长，长势

良好。村民们说，从前白莲塘村也

曾古树成群，可惜如今只剩下这三

株古树了。

农林局：保护古树人人有责
记者从市农林局了解到，为了

给古树名木上“户口”，2009年我市

将全市1535株古树进行挂牌编码，

编制了《永康市古树名木录》。被

烧的这株古树也在《永康市古树名

木录》中，编号 0722100066，属于

一级保护古树。

在记者采访前一天，市农林局

资源管理科专家也来到白莲塘村，

对古树被烧情况进行鉴定，看其是

否还能再生长，是否有补救措施。

谈及被烧的古树，市农林局资源科

科长马世勇也很痛心。他说，被烧

的这株古树已列入“一树一策”保

护方案，我市在古樟树下烧香烛的

情况并不少见，希望人们都能以此

为鉴，不要在古树下烧香烛。

福建寮古树为
省级森林公园建设增色色

一级古树遭焚 香烛是“元凶”
请自觉爱护古树名木，莫让香火“拜”死古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