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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古树，就是一个生态“活化石”。从植物
生态角度看，古树名木作为珍贵、珍稀和濒危植
物，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人文角度而言，古树名
木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承载
着人们魂牵梦萦的乡愁记忆，同时它们也见证着
朝代的更替和时代的发展。

近年来，广东把古树名木保护融入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推进绿美古树乡村建设，让乡村更加美
丽宜居。在惠州龙门县地派镇渡头村，当地以古秋
枫树为核心建成古树公园，与客家围屋、清代炮楼
等建筑相得益彰。大树下，老人乘凉、孩童嬉戏，昔
日渐行渐远的乡愁记忆似乎又回到了眼前。在揭
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西岐村，有一株榕树扎根门
顶，树根沿着墙体往下生长，形成“榕树门”，让人
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西岐村中的这棵
古榕树，成为一代代村民的儿时记忆，是远方游子
心中的绿色乡愁。在广州做生意的陈浩波说，这棵
榕树陪伴着他成长，每次回家，看到这棵树就感到
心安。经过200多年时光的浸润，古榕树依旧绿叶
成荫、枝繁叶茂，像是一位“守护神”，守护着西岐

村的古村落，也被一代又一代村民所守护。
位于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敬三村雅家

屯后山半坡，静静地生长着一棵400多年的秋枫
树，苍劲挺拔，被当地称为“神树”。这棵秋枫树见
证了这座村庄的古往今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
义，多少代人，曾在这棵古榕树下度过了人生许
多难忘的岁月，这棵树承载了当地人很多回忆和
童年的欢乐时光。

该树树高18.9米、胸径2.03米，冠幅平均20.8
米，虽然树龄古老，却丝毫不显老态，树干直插云
霄，树围最粗处将近20米，需要十个成年人才能合
抱，遮天蔽日的树冠更显古树生机盎然。由于生长
在半山坡上，秋枫树的树体微微向村落方向倾斜，
仿佛一位慈祥的长者，守望着雅家屯这一方水土，
雅家屯的群众把这棵古树称为“棵葑”。

传说当初建屯的时候，附近的“白虎山”中曾
有白虎出没，常常会跑到山下危害村庄，为达到
镇压虎威的目的，村民们便从别的地方挖一“棵
葑”树种在村庄入口处，“‘棵葑’在这里意思是封
住了老虎的嘴巴，用‘棵葑’树来吓跑老虎、不让
老虎危害人畜安全。”今年75岁的韦定邦说，“棵

葑”的树种植后既能美化环境又能防止天灾的发
生，起到挡“煞气”“藏风”“得水”“聚生气”的作
用，此后这棵树护佑了村庄安宁。遥想当年雅家
屯的先民们种植这棵树的时候，驱逐白虎是目的
之一，期盼村庄安宁家族世代繁衍的心愿也许更
为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古树名木与江苏南京
城市文化交融一体，是城市悠久历史的见证者，
是风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发展
的珍贵遗产。

在“万里长江第一矶”美称的燕子矶，南京唯
一自然生长的古青檀群落在这里静静伫立，在滚
滚的涛声中见证了无数往事。约六七十株古青檀

“家族”扎根在矶顶石缝中，盘根错节缓缓生长，
蟠龙穹枝，形态各异，经历数百年风霜雪雨，仍然
曲首向上，绿荫如盖，趣味盎然。东南大学四牌楼
校区的“六朝松”，相传1500多年前，梁武帝亲手
将它栽种在宫苑中。屹立千年不倒的六朝松见证
了《昭明文选》的成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六朝
太学、明国子监均办学于此，“六朝松下听萧韶”
已成亘古佳话。

2022年9月25日，以“保护古树名木 共享绿
水青山”为主题的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
启动仪式在国家植物园举行，“中国古树名木保
护图片展”同期开展。图片展、宣传片、专题报道、
普法活动、推出古树游线、打造古树公园等多种
多样的形式，吸引了市民参与。

全国各地也陆续举办活动，大力宣传古树名
木的重要价值和保护古树名木的重要意义，普及
古树名木相关知识，掀起古树名木保护热潮。

天津采取网络直播、科普展览等形式，广泛
深入宣传古树名木保护价值和法律法规等；云南
通过发倡议书、古树征文、制作宣传展板等多种
方式，鼓励省市级机关、社会团体、市民积极投身
古树名木保护行动；山东发放宣传册和《山东省
古树名木保护办法》，以千佛山古树群为例开展
专题访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普及古
树名木保护知识……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讲好古树名木
故事，营造热爱、珍惜、保护古树浓厚氛围，有助
于增强全社会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和热情，引导

全社会共同参与和监督，形成古树名木保护的合
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副司长
刘丽莉表示，未来国家林草局将严格落实管护责
任制，推进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加快推进古树名
木保护法治建设，切实保护好中华大地上的古树
名木资源。

除了举办各类宣传保护古树名木活动以外，
各地还健全和完善古树名木保护机制，落实保护
责任，强化科技支撑，实施动态管理，推动古树名
木保护工作更加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让古树
名木焕发新生机。

广东省揭阳市林业局按照省林业局分发的古
树名木保护牌样式及二维码，对全市现有古树名
木统一制作保护标志牌，并分发到各县（市、区）进
行悬挂，进一步规范古树名木挂牌工作，让每一株
古树名木都拥有“身份证”。通过扫描保护牌上的
二维码，还能深入了解该古树名木的基本信息和
历史背景，厚植古树情结，提高群众共同保护古树
的意识。同时，揭阳市严格保护古树名木及其周边
的自然环境，对生长状况较差的古树进行抢救复

壮，并落实专人管护，向群众宣传保护古树的科学
知识，号召群众一起关心古树、保护古树。

贵州省安顺市通过引入古树名木身份档案
管理方式进行精细化、个性化管护，建立空间数
据库，按照“一树一档”方式登记造册实施管理。
在实际工作中，定期开展古树名木生长现状、病
虫害情况、周边安全隐患分析，形成的分析报告
和风险提示第一时间纳入古树名木身份档案，同
时录入到绿化资源档案库中进行统一管理。

陕西省宝鸡市利用各类媒体，讲好古树名木
故事和文化，策划古树名木认养活动项目；常态
化开展古树名木普查，动态更新古树名木相关信
息台账；建立古树名木保护专家库和会商会诊机
制，定期对古树名木生长情况、病虫害防治、科学
救治等措施评定研判，加强古树保护巡查和抢救
复壮工作；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采伐、毁
损、收购古树名木等违法犯罪行为，严禁在古树
名木下焚香祭拜、燃放鞭炮、搭建祭拜场所等行
为，全力保护古树名木安全。

（综合《南宁晚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

延伸阅读>>>

什么是古树名木？
古树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指树

种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
古树分为三个级别，树龄500年以上的树木为一
级古树，树龄在300—499年的树木为二级古树，
树龄在100—299年的树木为三级古树，名木不
分级别。

保护古树名木相关政策梳理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切实保护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及自然生境”；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将保护古树名木作为专门条款，成
为国家依法保护古树名木的里程碑；

2017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规定砍伐特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三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特级保护古树的，
每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2019年11月，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在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四川省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四川首
次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立对古树名木的保护范
围和路径；

2019年12月，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
条例》，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分别对古树名
木大树的认定、养护、保护与管理及违反条例的
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2021年4月，福建省出台《福建省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办法》，特别提出禁止剥损树皮、挖根、
灌注有毒有害物质、刻划、钉钉子、悬挂重物或者
以古树名木为支撑物等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损
害古树名木的行为将受到处罚，比如，剥损树皮、
挖根、灌注有毒有害物质，将被处2000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2022年3月，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了
《天津市绿化条例》，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内容列
入地方法规，使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城市管理
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古树名木保
护工作方案》《天津市改善古树名木生存环境技
术方案》等一系列文件，提出了确保古树健康生
长的一系列措施；

2023年4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州市古树名木迁移管理办法》，进一步加
强对全市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

古树名木是历史和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遗产，
是与文字、文物并存的三部“史书”之一，具有重要
的作用和价值。而矗立在城市和乡村里的每一棵古
树，都是一个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承载着人们的乡
愁记忆，展示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城镇、一
个村寨的古老传统和风俗民情，是民族、民间文化
的重要标志物，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到更大
的社会认同，古树名木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各地
的重视，挖掘每一株古树名木生态、文化价值，解
读每一株古树名木的历史故事也成为当下人的
担当与使命。

无论是在城市规模扩张中的“改路不挪树”，
还是一些地方古树公园的建设，抑或是塑造复壮
示范树提醒人们科学地保护古树名木……有效
有力呵护“绿色乡愁”的方式正在打开，人和自然
和谐相处也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乡愁是美丽的、温馨的回忆，乡愁之美，离不
开那一抹浓浓的绿色。古树名木镌刻着岁月的年
轮，见证着历史的的风云变幻和沧海桑田的变
迁。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公布显
示：全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 508.19 万
株，包括散生 122.13 万株和群状 386.06 万株。因
古树名木的分布不均衡和群状古树木的比例较
大，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的古树名木实在是凤毛
麟角，加大对古树名木保护的重要性刻不容缓。

让层层叠叠的绿意承载更多“美丽乡愁”，让
更多的古树在新时代的光影里“枝繁叶茂”“再生
华发”，不仅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秉承绿色发展的生
态理念，强化对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在全社会营
造保护古树名木浓厚氛围。在保护的同时更要让
每一株古树名木挂牌“亮出身份”“讲好故事”，以
广泛开展古树名木的认养活动，吸引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古树名木资源的保护工作。另外，各地还需
要因势利导，将古树名木的保护与文旅事业进行
衔接，开发出更多以古树名木为主题的景点，以丰
富生态旅游资源，唤起更多人的乡愁记忆！

一株古树、一道风景、一个故事，古树记载着
生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生态价
值、社会价值、科研价值和城市文化价值。然而，
近年来，多地发生盗伐贩卖古树名木案件，引起
了社会广泛关注。粗壮挺拔的古香樟树，被不法
分子毒死后砍伐牟利；2600年的“古楠木王”被切
块盗走；500年的樟木遭到砍伐；100多年的“金
弹子”被锯断树根……

“我们村一株树龄约2600年的‘古楠木王’被
人以非法取块的方式采伐毁坏，希望能严惩犯罪
分子。”2022年2月1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剑河县森林公安局接到辖区内南哨镇南
哨村群众报警，一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案进入警方视野。

楠木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从南哨
村下展旦寨沿山路步行大约半小时，这株位于山

顶处的“古楠木王”映入眼帘，可惜这棵树东面的
树蔸被人锯走了一块。

下展旦寨村民说，村里人对古树有着极其深
厚的感情，平时都不会捡掉落的树枝当木柴烧。
听说“古楠木王”被破坏后，大家很气愤。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勘查，研判这
是一起团伙作案。在贵州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的
统一组织下，各方迅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

4月12日，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人民法院
“双碳”巡回法庭宣判了一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楠木案。2021年9月至12月，陆某州等人流窜
于贵州省剑河县、台江县等地，以切割楠木树块的
方式盗取楠木，通过邮寄跨省转运出售至福建、广
西等地。陆某州等11名被告人因危害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法庭判决11名被
告及4名附带民事被告以认购碳汇的方式，承担对

楠木的替代性修复责任，对受损坏的一株树龄为
2600年的“古楠木王”承担修复救助费用29万余
元。此外，15人共同承担惩罚赔偿金15万余元。

除了古楠木，犯罪分子还对“金弹子”、樟木、
柏树等古树名木进行盗伐贩卖。贵州省铜仁市印
江县公安局日前破获的一起相关案件显示，犯罪
嫌疑人张某广等4人驾车到印江县刀坝镇联丰
村，将一棵“金弹子”树根锯断运走，以1.6万元的
价格出售。经专家鉴定，这棵“金弹子”为三级古
树，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古树名木。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
安部食药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采取
更加有力有效的工作措施，对破坏古树名木生态
环境犯罪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严惩犯罪利益
链条上的组织者、经营者、获利者。

5月9日，公安部通报，自2022年9月公安部等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打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

犯罪活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公安机关共侦破刑事案件13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0余名，追回、

挽救古树名木530株。

古树名木被称为“绿色活化石”，不仅是悠久历史的见证者，还孕育了绝美的生态奇观，承载

着群众的乡愁情思，具有重要生态、历史、文化、科研、景观和经济价值。保护好古树名木，就是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物种资源，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家园，更是保护老百姓“记得住的乡愁”。

近年来，各地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古树名木资源保护，增强全社会古树名木保护意识，留住乡

愁记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古树名木延续浓浓乡愁

多地发生盗伐贩卖古树名木案

让层层叠叠的绿意
铺陈更多“美丽乡愁”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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