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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村委村民一起挖卖古银杏树
“天下银杏第一镇”一村庄300多棵古银杏树遭厄运

格延伸

处罚轻微

难遏制挖卖风

记者了解到，根据《临
沂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办法》，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
指国内外稀有的以及具有
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
要科研价值的树木。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
植古树名木。

张宝伟说，目前郯城县
共有28000多棵古银杏树，
散落在郯城县各乡镇的古
银杏树多达7000棵。郯城
县政府已经将银杏古树列
为县三级古树名木，林业局
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强保
护。例如，设立了举报奖，专
门举报偷卖银杏树的行为；
对全镇直径30厘米以上的
银杏树统一挂牌，拍照留
档，进行更严格保护。

“对这些挖掘大树倒卖
的村民或商贩，目前也没有
处罚的依据。”张宝伟说，最
主要的是对于银杏古树保
护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执
法比较困难。根据目前的法
律，有关部门只能对查获的
当事人进行罚款教育，并且
数额不高，很难遏制采挖
风。“除了把大树追回，然后
再栽植上，也没有别的好办
法。”

▲牌子如被打
洞，说明树已被预
订。

这几棵古银
杏树根部已经被挖
开，即将运走。

罗志强 孟凯
摄影报道

本报临沂2月15日讯
(记者 孟凯 罗志强)村里
为还修路钱，挖卖古银杏
树，后来村民开始自己找主
顾卖古银杏树，把钱交给村
里一部分，素有“天下银杏
第一镇”美称的郯城县重坊
镇，古银杏树遭肆意采挖售
卖。2月10日上午，记者在郯
城县重坊镇铺里村了解到，
村里的1118棵古银杏树陆
续被挖走卖掉了300多棵，
只留下了一个个大坑。

2月10日上午，记者来
到郯城县重坊镇铺里村，看
到村里长着很多银杏树，一

些树上挂有郯城县绿化委
员会印制的“古树名木”编
码标牌。在村头，记者问村
民田某，这些挂牌的古银杏
树是否可以卖掉。“可以卖。
我那儿有3棵树，树龄都在
百年以上。”田某说，以前有
人出价7 . 3万元。“只要你出
价高，交钱后大树就由你处
理。不过最近查得紧，俺不
负责往外运。”

田某说，他以前在村里
负责古树管理，当时村里有
1118棵古银杏树，已经陆续
被挖走卖掉300多棵了。村民
宋女士告诉记者，村头上的

一棵大树有二三百年了，被
卖了数十万元。

记者在村里看到，在一些
比较密集的银杏树林中，只留
下一个个大坑，有几棵直径半
米多的古银杏树下的土已被
挖开，“古树名木”的牌子不知
去向。村民告诉记者，这几棵
树根部已被挖开，买家即将运
走。如果银杏树上“古树名木”
的牌子被打洞，说明这棵大树
已经被买家预订。

村民刘先生告诉记者，
村里的古银杏树归集体所
有，但为了方便管理保护，村
里将所有古银杏树分配到个

人。当时说，村民对所分配的
银杏树拥有养护、管理的权
利，但不能私自出售。后来，
村里将古银杏树统一出卖，
将出售古银杏树所得的40%
支付给村民，作为村民此前
照料树木产生的费用。“现在
卖树都卖疯了，村民开始自
己找主顾卖树，然后交给村
里一部分钱。”

记者联系了重坊镇铺里
村党支部书记颜廷华。他告
诉记者，前些年，村里修路欠
下工人工钱和土方、水泥钱
等，村里没有大企业，也没有
其他收入来弥补，只好将古

银杏树卖掉。当记者问到村
民自己卖树后，往村里交钱
的事时，颜廷华借口忙，匆匆
挂了电话。

重坊镇政府宣传委员张
宝伟告诉记者，县里和镇里
各级领导对非法挖卖古银杏
树的事很重视，已成立了巡
查大队，昼夜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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