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港区林业局拯救唐代古树

千年银杏树“打吊瓶”发新芽

社会

2013年5月3日 星期五 编辑：彭彦伟 组版：张静 C03今日日照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刘涛
张永斌) 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
一棵银杏树，已有1300多年的树龄，
为唐代所植。近年来古树出现病
害，更一度面临枯死的威胁。为提
高银杏树生命力，从今年3月份开
始，东港区林业局专门给树挂上营
养针，记者采访发现，古树现在生
长良好。

4月28日，记者进入东港区西
湖镇大花崖村地界，远远就能望到
高高的银杏树。走近后看到，这棵
一千三百多年的银杏树已经开始
发芽。粗实的枝干上吐着翠绿的叶
子，但其中的一些枝干上还是呈现
干枯状态，树上挂着一些营养液的

“吊瓶”与导管相连。记者数了数，
还有十多个吊瓶。

银杏树被一米多高的灰砖砌
的围栏保护着。围栏前的一块石碑
上显示：1989年，大花崖银杏被日照
市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据了解，古树现高27米，主干
高5米，胸围7 . 4米，胸径2 . 3米、树冠
冠幅东西22米，南北28米，须五人伸
展双臂方能合围。距今1300多年，为
唐代所植。

古树的枯荣，也牵动着附近村
民的心，不少村民从这颗古树前面
路过时都会驻足端详一下。大花崖
村支部书记苏日江说：“银杏树一
直都是村里乘凉的好地方，树荫之
下可坐三四十人。这棵古树从上世
纪90年代以来，健康状况呈衰落趋
势，主要表现在树冠的生长不旺
盛，叶片畸形等方面。”

村民们介绍，近两三年来银杏
树叶子开始枯萎脱落。尤其是天热
的时候，整个银杏树就像死了一般，
叶子都跟烧焦了似的。由于该树所
在的位置地势比较低，四周都是一
些小山丘，所以每到花生播种的时
候，除草剂会随风飘到树上，叶子都
会卷起来，看起来很没精神。

东港区林业局林业技术推广

站一位研究员介绍，这些吊瓶是今
年3月初“架”上的。“这种吊瓶是一
种针对树木的专用营养瓶，内含树
木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和微
量元素。通过导管引入树干，和树
液融合。吊了近两个月，基本上都
输完了。”

据介绍，选择3、4月份输液是
因为天气转暖、万物复苏，银杏树
液也开始流动，并萌芽展叶抽枝。
去年，还在树下埋了水管，将山泉
引到树的根系，并采用了滴灌的技
术，并对地面进行了深翻、施肥。

“莒县3500多岁的‘天下第一银杏’
所处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西湖
镇这棵银杏树水土条件不如它。”
该研究员说。

通过这些措施，这棵树已经
“起死回生”，渐渐有了生机。“吃饱
了饭，身体才会强壮，银杏树也一
样。这棵树爱发小脾气，以后还会
继续管理。”东港区林业局工作人
员说。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彭彦
伟) 1日，记者从日照市海曲公
园获悉，有市民在派出所带领下
将两只易危保护动物鳄龟送到海
曲公园。据了解，这是市民王女士
与朋友一起游玩时在青岛路上发
现有人兜售，于是便买了下联系
派出所一起到公园放生。

5月1日上午10点，记者在海
曲公园内见到了这两只鳄龟，鳄
龟在一个水泥砌成的浅水池里，
上边用铁丝封盖着供游人参观。
池子里总共有3只，据饲养员介
绍，另外一只也是去年的时候一
位市民送来的。记者发现，鳄龟
外形与平时所见的龟并没有多
大区别，但尾巴以及四个脚要比
一般的乌龟硬许多，而且尾巴与
鳄鱼尾巴非常相似，爪子有齿，
而且非常硬。据张姓饲养员介
绍，这两只鳄龟一个九斤左右，
另一个八斤左右，从年龄上来看
大约有20岁左右。

据昭阳路派出所一民警介
绍，4月30日上午他们接到电话

称，在购买宠物的时候买到两只
易危物种鳄龟，随后两人拿着鳄
龟来到昭阳路派出所，在派出所
协调下他们一起将鳄龟送到了日
照市海曲公园，后来经海曲公园
工作确认，是鳄龟。据公园一工作
人员介绍，鳄龟将供市民参观。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民贾女
士，据贾女士介绍，4月30日他们
在青岛路游玩时，看到有人卖
龟，“看起来不像普通的龟。”贾
女士说，随后贾女士就在网上查
了一下，发现竟然是易危物种鳄
龟，于是贾女士就花1200元钱买
了两只，“买完后我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就送到派出所了。”贾
女士说。

鳄龟，是现存最古老的爬行
动物，世界最大的淡水龟之一、
有淡水动物王者之称，分为两大
种类，俗称大鳄与小鳄，大鳄又
名真鳄龟(产自北美洲美国东南
部)。体形大且攻击性强。由于人
类的猎杀失去栖息地，被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列成易危物种。

路边1200元买的乌龟竟是易危物种
在派出所帮助下热心市民将鳄龟送到公园

经“治疗”，银杏树发出新
芽。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大花崖13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很粗，需要四五个成年人才能围抱
过来。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两只
鳄龟被送
到海曲公
园供市民
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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