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来来，这里需要施肥。”
“快快快，争取今天把外立面装修

完工。”
……
3月10日，树木抽枝发芽，长兴县

小浦镇八都岕景区一派繁忙景象：古树
管理人员忙着松土施肥、观察芽头，为

“满岕尽带黄金甲”蓄积能量；民宿业
主忙着规划改造、提质升级，整装待发
笑迎八方客。

在这片连绵5公里的山岕内，散落
着3万株原生野银杏树。其中，百年以
上的老树就有3516株，被誉为“浙江
最美古树群”，长兴也被誉为“中国银
杏之乡”。

如何把古树资源转变为共富密码？
长兴县探索古树价值的多元化利用，打
造独具特色的“古树佳”品牌，拓展

“古树+”的文旅模式，塑造“杏福”
文旅品牌，充分挖掘古银杏的深厚文化
底蕴。

走进八都岕，美景引人入胜，银杏
面膜、银杏宴、岕里刺绣等文创产品夺
人眼球，千年银杏果拍卖、文创产品研
发销售等活动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春季踏春、夏季纳凉、秋季看金
黄、冬季赏雪景，我们把赏银杏与古道
文化、户外运动、乡风民俗等结合，实
现每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方一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励强说，“古
树+”不仅带动了乡村振兴，吸引了年
轻人洄游发展，又反哺了古树保护，“村
里的民宿业主积极认养古树，村民也把
古树当成‘幸福树’‘致富树’。”

古树名木保护，不仅是树的保护，更是让
古树名木“活”起来。

近年来，我市将古树独特的景观和历史文
化资源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相结合，建
设古树公园，打造独具特色的绿色富民产业。
截至目前，已建成省级古树名木文化公园 8
处，其中长兴县3处、安吉县5处。

沿河而建的乡村，高大挺拔的古树，蜿蜒
曲折的古道……走在位于安吉县上墅乡阳山山
麓的董岭村金钱松古树文化公园内，一股带着
绿意的乡愁扑面而来。“很适合带孩子亲近自
然，认识了不少稀有树种。”来自上海的游客杨
先生说，走进自然的亲子游很受欢迎，让孩子
玩的同时学到了知识。

把古树名木保护与生态旅游、乡村振兴战
略深度融合，湖州正努力挖掘“绿色遗产”里
的共富密码。

“自然博物馆”的年轮密码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
走进德清县莫干山麓的碧坞龙潭景

区，一株逾千年的雌性南方红豆杉独踞
竹海，其主干笔直如剑，枝叶层叠似翡
翠华盖，与不远处的雄树守望，形成跨
越千年的“植物界梁祝”。

作为第四纪冰川孑遗物种，红豆杉
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这株南方红豆杉
也是浙江现存最古老的红豆杉之一。在
民间传说里，更见证过明代隐士沈周挥
毫绘就“一树红珠映山月”的丹青。

每一株古树名木，都蕴藏着人与自

然的传奇。
怎样的树，才称得上“古树名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生态

林业保护研究中心主任蒋小凡介绍，古树指
的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在一个区域
内集中分布，形成由多株古树组成的群落，
通常具有较高的生态、历史、文化和科研价
值，称之为“古树群”。名木，则是指具有重
要的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具有重
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古树实行分级管理，树龄在100年以上
不满300年的树木属于三级古树；树龄在300
年以上不满500年的树木属于二级古树；树
龄在500年以上的树木属于一级古树。

湖州家底如何？自1996年起，湖州历经

多次专项普查，为8936株古树名木建
立了“电子户籍”，构建起一座天然的

“自然博物馆”。
在这座“自然博物馆”里，银杏以

51.39%的占比成为绝对主角。古树数
量在百株以上的还有12个树种，分别
是枫香、麻栎、樟树、榉树、榧树、枫
杨、苦槠、柳杉、金钱松、朴树、三角
槭和马尾松。

白皮松、侧柏等 26 个树种堪称
“独子”，只有单株古树。

从区域分布来看，各区县分布很不
平衡。长兴县和安吉县为“古树大县”，
分别是4313株、3329株，德清县644
株，市本级（吴兴和南浔区）650株。

这群特殊的“地球居民”，编织出
了全省乃至全国所罕见的生态图谱：长
兴县小浦镇八都岕，6个古树群形成延
绵十公里的银杏长廊；安吉县山川乡九
亩村的中国金钱松森林公园，5万株金
钱松组成森林矩阵，刷新着国家二级保
护植物的规模纪录……

然而，由于自然灾害、人类活动等
诸多因素影响，这份“绿色遗产”面临
着生存空间不足、病虫害侵扰、土壤硬
化等生存挑战，隐忧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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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47个中国植树节。今年是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44周年，《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将于3月15日

施行。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天空，一株株刚栽下的小树苗露出新芽，蓬勃生长。这个春天，在湖州，同样绿意盎然

的还有这样一群“地球居民”，它们跨越千年风雨，始终注目凝视着这方水土：

在铁佛寺，两株古梅粉红如云、清香满院，绽放一片江南诗意；在南浔小莲庄，百年紫藤似卧龙参天盘

卷、枝叶茂密，迎接一场紫色浪漫；在长兴八都岕，3516株银杏古树抖落晨露，为秋天的十里金色长廊积蓄力

量……

最新一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统计显示，全市共有古树名木8936株，古树群57个，名木群1个、古树8890

株，名木46株。其中一级古树184株、二级古树468株、三级古树8238株。分属40科、79属、110种。

古树名木见证的，不只是四季更迭，更是山水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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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6株古树名木如一部部立体的“绿色史书”，诉说着江南生态文明的千年传承，

承载着城市记忆与文化基因——

在湖州，有这样一群“地球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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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银杏树下拍照留影游客在银杏树下拍照留影（（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百岁老人”的老有所依

阳春三月，万物生发。经过一个冬
天的休养生息，银杏渐渐苏醒。

安吉县梅溪镇钱坑桥村的银
杏古树文化公园里，有一株

1100 多 岁 的 银 杏 树 。
它，一株5丛，身高32
米，平均冠幅23米，
是 “ 浙 江 十 大 树
王”，也是全国“十
大最美古银杏”。

“有些枝丫已
经冒出芽头了，长
势不错。”一大早，
村干部赵栋材例行巡

查古树公园，瞧瞧银杏
生长情况，看看有没有

病虫害，“村里孩子从小在
树下玩耍着长大，老人爱聚到

树下纳凉唠家常。一直以来，村子
和银杏相伴成长，村里人人爱护古树。”

近年来，这位“千年老者”却屡屡
遭遇生存危机。为了给它腾挪空间，钱
坑桥村毅然决定建设古树公园，通过外
部生长环境改善和内部树体生理修复综
合保护与复壮的技术措施，提升古银杏
生命力。

紧靠银杏的 3户人家房子拆除迁
移；压着树根的道路铲了，向外挪12
米，扩大保护半径；新建景观长廊和拱
桥，实施水塘翻修、绿化种植、亮化工
程……公园建起来了，古银杏焕发新的
生机。

和这株古银杏一样，湖州的每一株
古树名木，都“老有所依”。

打开古树名木网上管理系统，古树
名木的信息都已上云入库， “一树一
策”，实现“一表管理、一图尽览、一
键查询”，并对其生长环境、管护措
施、认养捐赠、问题清单等情况进行智
能化的定期监测，动态管理。

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我市构建起多
元化机制。

一树一保险——安吉县为3329古
树名木购买政策性保险，通过引入古树
名木综合保险，对由于自然灾害、病虫
害等原因造成古树名木倾倒、倾斜、蛀
干(蛀枝)、枯萎以及主干分枝折损事故
及第三者责任事故进行赔付，既保护了
古树又解了民忧。

一树一团队——长兴县组建“银杏
守护人”专业队伍，实施专业化养护，
并加强常态化监管和数字化管理，集成
古树“一张图”、在线监测、任务派
发、古树巡查等多个功能模块，促进古
树的可视化精准保护。

一树一管家——聘请专人对辖区内
的古树进行日常看护，让古树管护更加精
细化，开创古树专人定株保护的新机制。

保护古树，人人参与。在湖州，
“绿色合伙人”的队伍逐渐庞大。

十里古银杏十里古银杏（（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小莲庄百年紫藤小莲庄百年紫藤 南浔古镇百年香樟南浔古镇百年香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