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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棵古树名木、七棵千年古树现状咋样

省城将对古树名木“摸家底”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王光营 通讯员 刘得

阳 ) 11日，记者从市中区
园林局获悉，郎茂山公园的
总体规划已基本确定，公园
建设将分三期工程实施，到
2016年最终完工，届时将成
为省城最大区属公园，今年
将重点实施山体绿化工程，
栽植侧柏、黑松等常绿植物
7万株。

郎茂山位于济南市市
中区中北部，共由七处山
峰 组 成 。郎 茂 山 公园于
2007年开工建设，目前已修
建了5条上山路径，贯通了
山顶1130米园路，连接了5

个山头，方便市民登山游
览。

目前郎茂山公园总体
规划已基本确定，公园建设
将分三期实施，其中，一期
建设时间为2007-2010年，
二期为2011-2012年，三期
为2013-2016年。在公园建
设中，逐步形成一轴、五片、
多线布局，串接景观节点，
便于游客登山健身，建成
后，郎茂山公园将成为省城
最大的区属公园。郎茂山公
园还将建成东西两处景观
山门、东山顶景观凉亭和景
观水池等。

据悉，今年将重点实施
郎茂山山体绿化工程，投资
460万元，将栽植侧柏、黑松
等常绿植物7万株。同时，
计划修建西山顶凉亭、公
厕，增加健身器材和路灯
照 明 ，完 善 基 础 功 能 设
施，打造一个市民健身休
闲的好去处。

2196棵古树名木

七棵树龄超千年

“济南有很多文物级的
古树名木，期待社会的关
心。”作为省城为数不多的
几棵千年古树，四门塔景区
内的九顶松很受游客喜爱。
景区工作人员王峰认为，与
泉水一样，与这座城市一起
成长的古树名木也应得到
社会的关注，制定详尽的保
护计划。

记者从济南市园林部
门了解到，园林局曾在2004
年和2008年分别对古树名
木进行过普查。从2008年的
普查资料看，济南共有古树
名木2196棵，除了部分名
木，古树中300至1000年树
龄的有641棵，300年以下树
龄的1151棵。

而千年以上的古树济
南仅有7棵，四门塔景区的
九顶松是其中的老寿星，至
今已有2000多年的树龄。七
棵千年古树，分别为位于千
佛山景区和章丘市的国槐，
历城的三棵侧柏，珍珠泉大
院的海棠以及市中白云观
附近的银杏。

“这些古树名木大部分
是自然生长的，部分是人工
栽植的。”山林中的古树多
为自然生长，而中山公园的
古树群和济南饭店的银杏
古树群大都是济南开埠后
人工栽植的。

“按照自然规律，有些
树种的生长周期在千年以
上。”济南市民任善斌认为。

随着老城区的拆迁改
造，一些古树名木已经找不
到踪影，有些古树名木还在
建筑工地上没有任何防护
措施。去年8月份，位于解放
阁片区旧城改造工地上的
一棵350多年的老槐树身首
异处，让人心痛。

古树名木保护

需要长远谋划

“除了气候的影响，病
虫害和人为破坏对古树名
木的威胁最大。”王峰认为，
以四门塔的九顶松为例，每
年风大季节，尤其是遇到沙
尘暴，顶端的树枝就容易刮
断。由于年岁较老，抵抗力
差，受病虫害的影响也较大。

“济南对古树名木的保
护和培育应该制定一个长
远规划。”任善斌认为，古树
是自然资源，又是文化资
源，济南已有2600多年的历
史，不能缺少古树名木文化
这一块。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森林与湿地研究所所长
房用认为，对古树名木的保
护，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自然
状态下，让它们有自由生长
的空间，采取就地保存是最
优选择。同时，相关部门要
制定详尽的古树名木档案，
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得到保
护。

“对一些珍稀古树，也
可通过其他途径进行保
护。”房用表示，可以将古树
名木的枝条、种子、花粉等
进行冷冻处理，然后再择机
择地进行保存。如果就地保
存有困难，具备条件的也可
进行移植集中保存。

古树家底如何

今年全面普查

“虽然已经有了两次普
查，但古树名木的保护资料
还不详尽，今年在适当的时
机将启动省城最大规模的
古树名木普查。”济南市园
林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加强古树名木的保
护，济南市园林部门也将再
次开展全面普查，利用最新
的技术手段，制定详尽的古
树名木信息，通过建设信息
库及相关网站，用现代化的
方式进行保护。

记者了解到，平阴县已
先期完成了部分工作，对辖
区内的96株古树名木建立
了电子档案，通过GPS定
位、拍摄照片、测量、登记编
号等方式，形成了完整的古
树名木电子档案。

济南市园林局也启动
古树名木数字化信息系统
建设课题研究，目前由千佛
山景区具体承担，并进行了
部分试点。

“这是济南市首次借助
GPS等手段对古树名木进
行普查。”

据悉，经过GPS定位的
古树名木将实现动态化的
保护和管理，这意味着原来
街巷或院落所造成的障碍
将不存在。

泉城济南，历史悠久，伴随着这座城市的还有众多

古树名木。2008年普查资料显示，当时济南古树名木2196

棵，其中七棵树龄超千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古树名木逐渐在市民

的视线中消失，昔日2196棵古树是否依然健在？据了解

园林部门已经制定了相关方案，今年有望启动最大规模

的古树名木普查，摸清省城古树名木的“家底”。

今年植树7万株，

2016年建设全完工

郎茂山打造

最大区属公园

四门塔景区的九顶松，目前已有2000多岁。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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