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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养老”难 全民参与爱护它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落实“一树一策”保护方案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简称“市自规局”）每年都会对古树名木进行
摸排及保护，然而，由于部分群众保护意识不强、管理单位难落实、日常养护难度大、无专项资金支撑等问
题，古树名木一直面临着“养老”难题。近期，市检察院也在专项调查行动中发现了古树名木“老无所养”
问题并向16个镇街区发出了检察建议。连日来，市自规局专家奔走在相关镇街区，进一步细化古树名木

“一树一策”保护方案、下发保护资金并指导相关镇村做好保护、复壮等工作，让古树名木“老有所养”。

看到检察建议书后，市自规局国

土绿化科第一时间到相关镇街区开

展了摸排，对存在损伤的 9 处古树进

一步细化了“一树一策”保护方案，落

实养护责任，指导相关责任单位和养

护人做好保护、复壮等工作。

此外，市自规局还印制了《古树

名木管理资料汇编》（内有《浙江省古

树名木保护办法》《浙江省古树名木

认定办法》《浙江省古树名木认养办

法》《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五年行动

方案》等及古树名木保护技术规程、

古树名木“一树一策”保护方案、古树

名木管护协议等），发给森防站、野保

站、林业技术和种苗推广站、林场及

各镇街区林技员，以方便大家在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中查阅。

近日，记者跟随市自规局国土绿

化科一行来到前仓镇荆州村，只见该

村观音寺前一株树龄310年的樟树下

已非之前杂乱无章的景象，而是平整

了土地、种上了麦冬。记者了解到，

此前，这株古樟树树体被白蚁蛀蚀，

树体腐败严重。市自规局国土绿化

科为它制定“一树一策”保护方案，要

求养护人清理、拆除古樟树周围的杂

物，用外观仿树皮的钢筋水泥柱支撑

树体，修剪枝条，并做好防腐、病虫害

防治等工作。观音寺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株“樟树娘”深受附近村民

爱戴，如今它长势良好，有些来前仓

镇旅游的外地游客也会过来参观。

西城街道郎下村那株树龄已有

820年的古樟树就更出名了，此前，这

个“老寿星”也遭遇了生存危机。“为

了方便村民出行，前两年村里把古樟

树四周的地面一并硬化了。古树根

系被水泥路面覆盖，都快憋死了。”郎

下村一村民说，眼看着古树枝叶逐渐

枯败，大家伙心里都很着急。

如今来到郎下村，记者看到，古

樟树四周的水泥路面已改为条石路

面，古树有了透气透水的生长环境，

长势恢复了，许多村民坐在树下的凉

亭里聊天、休闲，很是惬意。一村干

部告诉记者：“今年 8 月，林业专家前

来‘会诊’，制定了‘一树一策’保护方

案。虽然保护古树花费了七八万元，

对村里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但这钱

必须得花，因为这株像展翅欲飞的凤

凰一样的古樟树是郎下村的宝贝，一

定要保护好它。”

“市自规局一定会努力指导养护

人按照养护技术规范对古树名木进

行养护，但《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

法》第十一条也对古树名木的养护人

作了明确规定，如生长在农村的古树

名木，村集体、村两委才是养护人。”

市自规局局长陈振祥说，保护古树名

木人人有责，古树名木养护责任单

位、责任人必须增强保护古树名木的

意识，切实担负起古树名木养护责

任，保护好我们的历史、留住我们的

乡愁。他希望全社会都能保护好这

些“老寿星”，让古树名木青春永驻，

继续荫庇子孙。

实施“一树一策”修复，古树名木保护有待全民参与

古树名木不仅是前人留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也是一座城市、一个村

庄独一无二的历史沉淀、文化底蕴的

一种展露。目前，我市共有1665株古

树名木，其中一级古树（树龄 500 年以

上）94株、二级古树（树龄300年以上）

221 株、三级古树（树龄 100 年以上）

1348 株，另有 2 株名木白花泡桐。树

龄最老的是象珠镇塘里坑村约870岁

的老樟树。

市自规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历

年摸排调查中看，我市大部分古树长

势尚可，枝叶茂盛，但主干基部内腐

中空，存在不同程度的倾斜问题；小

部分古树长势十分衰弱，枯死严重，

枝叶稀疏脱落；个别古树因人为破

坏、病虫害、火灾等原因，完全丧失生

命力，出现死亡现象。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难度大，亟待引起重视。

近期，市检察院开展了“为世界

保护好一株树”专项调查和保护行

动，同样发现了古树名木“养老”难问

题着实令人担忧：在江南街道傅店

村，一株树龄 220 年的樟树多条树干

腐败，极易对下方经过人员造成伤

害；在芝英镇练结村，一株树龄110年

的马尾松被白蚁大面积蛀蚀，已经死

亡；在石柱镇俞溪头村，一株树龄425

年的枫香树上挂满藤蔓，周围杂草丛

生；在前仓镇秀山村罗桥自然村，一

株树龄365年的苦槠多条枝干干枯腐

败，接近死亡；在古山镇群丰村大坟

山自然村，一株树龄 220 年的樟树树

干被白蚁蛀蚀；在花街镇尚仁村，一

株树龄120年的樟树树干严重干枯腐

败；在城西新区田桥村上田桥自然

村，一株树龄 100 年的樟树树身多处

被白蚁啃食；在城西新区上溪塘村油

草塘自然村，多株古树有白蚁啃食痕

迹，树干腐败⋯⋯针对相关问题，市

检察院向 16 个镇街区发出了检察建

议书，要求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老寿星”生存状况堪忧，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金攀 程基进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古树，是

指经依法认定的树龄 100 年以上的树

木；本办法所称的名木，是指经依法

认定的稀有、珍贵树木和具有历史价

值、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古

树名木的义务，不得损害和自行处置

古树名木，有权制止和举报损害古树

名木的行为。

第十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在古树名木周围设立保护标志，设置

必要的保护设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划

定保护范围：

(一)一级保护的古树和名木保护

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5米；

(二)二级保护的古树保护范围不

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3米；

(三)三级保护的古树保护范围不

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2米。

禁止损毁、擅自移动古树名木保

护标志和保护设施。

第十一条 县(市、区)古树名木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古树

名木的养护人：

(一)生长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旅游度假区等用地范围内的古

树名木，该区域的管理单位为养护

人；

(二)生长在文物保护单位、寺庙、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等用地范

围内的古树名木，该单位为养护人；

(三)生长在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管

理的公共绿地、公园、城市道路用地

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园林绿化专业养

护单位为养护人；

(四)生长在铁路、公路、江河堤坝

和水库湖渠等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

木，铁路、公路和水利设施等的管理

单位为养护人；

(五)其他生长在农村、城市住宅

小区、居民私人庭院范围内的古树名

木，该古树名木的所有人或者受所有

人委托管理的单位为养护人。

养护人不明确或者有异议的，由

古树名木所在地县(市、区)古树名木

行政主管部门协调确定。

第十四条 养护人发现古树名木

遭受有害生物危害或者其他生长异

常情况时，应当及时报告县(市、区)古

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县(市、区)古树

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核

实，情况属实的，及时进行救治。

第十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国

家捐献古树名木以及捐资保护、认养

古树名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

对捐献古树名木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适当奖励。

第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

木的行为：

(一)擅自砍伐、采挖或者挖根、剥

树皮；

(二)非通透性硬化古树名木树干

周围地面；

(三)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新建

扩建建筑物和构筑物、挖坑取土、动

用明火、排烟、采石、倾倒有害污水和

堆放有毒有害物品等行为；

(四)刻划、钉钉子、攀树折枝、悬

挂物品或者以古树名木为支撑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

行为。

《浙江省古树名木
保护办法》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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