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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植树成风尚 创“绿城”好基础
——— 市林业局局长周旦专访
本报通讯员 刘邦伟 本报记者 李娜

义务植树三十多年，烟台市民种下8000万株树

齐鲁晚报：最近几年，烟台的
绿化水平越来越高。2010年烟台超
额完成了三年大造林，2011年又启
动了水系绿化工程。在过去三十多
年烟台义务植树情况如何？

周旦：现在市民对义务植树的
热情越来越高。每年到了春季，就
会有市民和企业与林业局联系，希

望参与义务植树，平均每年有240

余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在争创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的过程中，当地义务植树情况也
是一个重要指标。《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评选条件》的第四条就要
求制定推动当地义务植树工作
的管理办法，建立义务植树登记

卡和考核制度，以街道和乡镇为
单位，建卡率达 9 5%以上，全民
义务植树尽责率达90%以上。这
些硬指标，烟台已经出色完成
了。

从1 9 8 1年1 2月份全国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始到2 0 1 1

年底，经过三十多年，烟台义务

植树8000万人次，义务植树8000

万株。这是烟台历史上规模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成效最显著
的生态建设，也是烟台市区造林
绿化的一个奇迹。为了保证植树
的质量，烟台市执行了“包栽、包
活、包管护、包成林，一定十年不
变”的义务植树责任制。

植树参与者越来越丰富，企业正成为义务植树的新力量

齐鲁晚报：义务植树进行了
这么多年，参加植树的人数和植
树的规模也在发生着变化。烟台
在鼓励义务植树方面有哪些积
极措施？

周旦：现在参加义务植树的
主体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植树
参与者已经从单一的市民参与，

丰富为市民、企业、社会团体共
同参与，参与人数和植树规模越
来越大。

今年烟台组织开展了以“履
行植树义务，建设绿色烟台”为
主题的义务植树活动，倡议个人
和企业为建设“生态城市、绿色
烟台”贡献力量。

2008年以来，烟台共组织市
直单位建立义务植树基地35处，
总面积达7万余亩。近年来，烟台
每年组织适龄公民参与义务植
树活动300余万人次，植树600余
万株。

烟台市绿化委员会积极引
导大型企业建设企业纪念林，

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和
大力支持。上海通用汽车东岳
基地、烟台港集团等四家企业
联合发出建设企业纪念林倡议
书，并率先建立起以企业名称
命名的纪念林。截至目前，全市
营造各类纪念林42处，植树600

余万株。

920株古树名木有了“身份证”，《烟台古树名木》将编写

齐鲁晚报：一方面要植树造
林，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古树木的
保护。对于这些前人留下的“宝
贝”，烟台是如何保护的？

周旦：为了摸清烟台古树名
木家底，进一步做好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工作，烟台市林业局成立
了古树名木调查领导小组。我们
从去年6月正式展开了古树名木

调查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基
本结束，920株古树名木都有了

“身份证”。按照要求，每株古树名
木都要有完整照片和周围环境资
料，有故事或传说的也要记录清
楚。

从调查结果看，烟台的古树名
木树种较多，共有59个，涉及国槐、
银杏、柿树、侧柏、板栗、紫藤、黄檀

等。古树名木数量较大，共有920

株，其中国槐333株，为数量最多的
树种，银杏其次，有168株。古树名
木在烟台分布较普遍，各县市区均
有古树名木栽植，其中莱阳最多，
有220株，长岛最少仅有15株；价值
较高，一千年以上古树名木26株，
五百年以上古树名木135株。

由于古树名木大都历史悠

久，养护管理措施不到位便容易
失去生机，甚至死亡。下一步，市
林业局将加大对古树名木的保护
管理力度，组织专家编写《烟台古
树名木》一书，建立完整的古树名
木电子档案，同时建议各级政府
设置古树名木保护专项基金，对
古树名木统一编号、挂牌，确保管
护工作顺利实施。

2012年，是烟台争创
全国绿化模范城的关键一
年，在义务植树和古树名
木保护方面烟台都做过哪
些积极努力？近日，本报记
者专访了烟台市林业局局
长周旦。据他介绍，到2011
年底，烟台义务植树8000
万株，烟台古树名木摸底
工作已经完毕，《烟台古树
名木》一书也将进行编著。

烟台市林业局局长周旦。(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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