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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赵艳君

“这棵古枣树高约 5 米，胸围 3.77
米，冠幅约5米，树龄约1000年以上。它
比绣衣集村的‘年纪’都大。村里人都
说，这些年它越来越茂盛了。”9月16日，
站在千年枣树下，张武仰望着头顶上方
古树浓密的枝叶、零星的果实，言语之间
满是欣喜和骄傲。

张武是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党支部
的一名党员，这棵千年枣树是他志愿守
护的“绿色记忆”。

这棵千年枣树生长于聊城市高新区
许营镇绣衣集村古枣树主题口袋公园
内。当日和张武一起到现场的，还有支
部十几名党员志愿者。听专家讲解古树
保护知识、仔细查看其生长情况后，志愿
者在古树前拍照留念，这意味着聊城市
林业发展中心党支部“党员红”守护“古
树绿”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自 2022 年起，我们支部积极参与
到古树保护的行列中来，每名党员均认
领了1至3棵古树，成为古树的志愿守护
者。”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郭

喜军说，如今，支部 48 名党员志愿者已
认领96棵古树，今年10月底之前，每名
志愿者至少要开展两次名下古树巡护工
作。

抬头仰望着这棵千年枣树，党员志
愿者、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
王小雷惊喜的目光中带着“挑剔”：“你们
看，它的叶子有缺失，说明它可能正遭受
病虫害，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拍照
上报信息，以便后期及时处理……”

“成功认领后，每名党员志愿者首先
会明确自己所认领古树的所在地点，了
解其大概情况，以便后期不定期开展巡
护工作。”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野保科负
责人于召宾说，接下来，大家将及时掌握
古树的生长环境、长势、是否发生病虫
害、树干是否腐烂、围栏建设、挂牌等详
细情况，对古树的保护现状进行拍照存
档，填写表格后上报中心党支部。

于召宾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了
一下围栏木牌上的二维码，就看到了有
关这棵千年枣树的身份信息及传说。

绣衣集村村民回忆，这棵千年枣树
曾有一个悠久的传说——

明洪武初期，付氏先人来到这里，见
荒凉的沙丘上有一棵大枣树立在丘顶，
好似在迎接远方的孩子回家。于是，付
氏先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繁衍生息，逐
渐形成了一个村子。再后来，村子里出
了一位在朝为官的人，明朝皇帝曾赐给
他一件绣衣，为此，付氏先人就将村子更
名为“绣衣集”。

这便是“先有枣树，后有绣衣集”的
故事由来。

“高新区的古树保护修复提升工
作，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于5月上旬结
束，主要采取防护加固、土壤改良、树洞
修补、施肥复壮等方式对古树进行保
护。同时，对古树周围的环境进行整
治，依托古树周边现状，用磨盘铺设汀
步道，并配置了桌凳、凉亭等休闲设施，
最终打造了这处以千年枣树为主题的
口袋公园。”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新区分局林管科科长武海涛介绍说，
如今，高新区辖区内40余棵古树均得到
有效保护，高新区也因此成为我市首个
将辖区内所有古树全部进行保护、复壮
的县（市、区）。

48名党员志愿守护96棵古树名木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每名党
员根据《古树志愿守护名单》认领相
应数量的古树名木，不定期开展巡
护工作，主动担起‘宣传员’‘管理员
’的角色。”9月16日，在高新区许营
镇绣衣集村举行的古树认领仪式
上，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党支部书
记郭喜军说，今后，该中心的党员志
愿者将成为保护古树名木的先锋力
量。

聊城境内不乏古树名木，这些
历经千百年沧桑的“活化石”是城市
发展和变迁的见证，为城市增添了
厚重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一代又一
代人心灵深处最温馨美好的记忆、
最割舍不下的乡愁。

“这些年来，我们更加重视古树
名木的保护工作。除了党员认领古
树名木之外，还采取了其他多项措
施，让更多的古树在新的时代光影里

‘枝繁叶茂’。”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
野保科负责人于召宾说。

做好一个档案。2021年以来，
我市对全市古树名木进行相关信息
采集，深度挖掘古树栽培历史及有
关人文资料，对树龄进行查证及估
测，并详细记录，统一登记、编号，还
建立了电子档案，实现“一树一
档”。目前，该中心已全面完成古树
调查工作，建立了聊城市古树名木
电子档案和聊城市一级古树名木一
张图。

制定一个对策。全市共有千年
古树 20 棵，由于树龄较大，大部分
出现主干中空、树冠失衡、树体倾
斜、树枝劈裂、病虫侵扰等问题。为
保护好这些古树，聊城市组织实施
了千年古树保护工程，按照“一树一
策”的标准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方案。

建设一批公园。在全省率先建
设古树乡村口袋公园，实现“一树一
景”“一树一园”，打造古树名木保护
新样板。以高新区绣衣集古枣树、
开发区大孟营古槐、茌平贾白古槐
等保护创新示范项目为试点，打造
了一批以古树文化为主题的开放式
乡村口袋公园。

相关新闻

我市多举措
保护古树名木

新华社北京9月 9日电（记者 胡
璐）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具
有重要的生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
和经济价值。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
保护修复司司长张炜9月9日公布第二
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普查范
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

这是记者从当天全国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林草
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普查结果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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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城市的
有 24.66 万株，分布在乡村的有 483.53
万株。群状古树分布在18585处古树群
中。散生古树名木中，古树121.4865万

株、名木 5235 株、古树且名木 1186 株，
数量较多的树种有樟树、柏树、银杏、松
树、国槐等。

全国散生古树的树龄主要集中在
100 至 299 年间，共有 98.75 万株。1000
年以上的古树有10745株，5000年以上
的古树有5株。

普查结果还显示，按生长环境看，
全国散生古树名木良好的有 96.98 万
株，中等的有18.04万株，差的有6.85万
株，极差的有0.26万株；按长势情况看，
正常103.73万株，衰弱15.77万株，濒危
2.63万株。

据了解，本次普查范围覆盖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包括
自然保护区和东北、内蒙古、西南、西北

等地的国有林区以及台湾省和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

“通过本次资源普查，基本查清了
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本底状况，建立了古
树名木资源管理档案和数据库。”张炜
说，下一步，将积极运用本次普查成果，

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推
进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实施古树名木抢
救复壮，加快推进古树名木保护法制建
设，开展古树名木保护专题宣传，切实
保护好中华大地上的古树名木资源。

我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

党员志愿者共同探讨古树保护细节

普查结果显示

◉散生122.13万株
◉群状386.06万株

包括

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

分布在城市的有2424..6666万万株 分布在乡村的有483483..5353万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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