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上上楼楼，，树树在在地地，，长长的的是是精精神神家家园园
连日来，“望岛名郡500岁的银杏树病了”报道引发市民对于古树名木的关注。
在以“混凝土覆地”和“人上楼”为标志的城市化进程中，全市212株古树尤其是已经身处城市的古树活得好不好？记者就此

探访了市区长峰(海峰街)、阮家寺(洪福庄园)、李家夼村的几棵“古树代表”。

威海古树

基本情况

2011年，专业技术人员对全
市古树名木的分布、生长状况、生
存环境进行普查。

调查显示，全市有古树名木
212株、共22科32属42种。其中，荣
成市53株，文登市29株，乳山市65

株，环翠区40株，高区7株，经区9

株，刘公岛6株，工业新区3株。
一级(500年以上)古树名木44

株，二级(300-499年)古树名木54

株，三级(100-299年)古树名木19

株，名木1株。八成以上的以上古
树是银杏、国槐。

树龄最长的是乳山育黎镇南
勇家村的国槐，为1200余年。

树名：毛白杨
地点：李家夼
树龄：500年

乘坐22路公交车向南过环
山路，就能看到李家夼村的这
棵毛白杨。这棵古树有至少500
年的树龄，高约17米，胸径约
1 . 6米，树干周长约5米。

18日上午，记者到李家夼
村探访，村居开始改造，老屋已
被拆迁。村民刘先生介绍，这棵
毛白杨曾被雷电劈过，以至现
在的树干内部有空洞，而且很
大，可以容6个人。记者看到，树
洞内部分木质已腐烂。

老树北侧有一棵树龄过百
年的毛白杨，一样参天。刘先生
认为，那是老树树根延伸部分长
出的新苗，老树可谓后继有人。

据负责管护古树的李先生
介绍，近几年老树状况良好，没
出现过病虫害，居委会每年都
会喷药、定期浇水。他最担心的
是，古树树干内的空洞，如果遇
到大风，树干恐怕承受不住树
冠的重量。村里自上世纪70年
代开始对树干进行加固，主要
是用钢筋围绑，类似工作，上世
纪80年代、90年代都组织过。至
今年，加固次数有10余次。

一根生两树
钢筋加固1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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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名：国槐
地点：长峰海峰路
树龄：900年

在经区长峰社区海峰路，
两棵国槐根植于此，它是威海
地区树龄最长的古槐，距今已

有900余年历史。
2009年9月，世界丛氏宗亲

联合会勒石树碑，在两棵国槐
所在的花坛中立了一块石碑，
用文字记载了古槐的历史渊
源，“宋大观元年，永祖门前手

植龙槐两棵，……祖培善根，终
成嘉树。”

18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峰
路找到这两棵双龙古槐，一睹
它们的芳容。

这两棵大槐树一雌一雄，
建有水泥围池。东侧的雄性槐
树高约8米，胸径约150厘米，冠
径约10米；西侧的雌性槐树高
约9米，胸径约164厘米，冠径约
14米。树干和树枝上挂着很多
红布条，上面写满了人们的愿
望和祝福。从外观看来，饱经风
雨沧桑的两棵古槐树皮已开
裂，树干部分掏空，嶙峋的树干
像枯死一般，但交叠的树冠枝
繁叶茂、葱翠劲秀，散发着附近
混凝土路面永远掩盖不住的蓬
勃生机。

“小的时候在大槐树附近
上学，我们一下课就去树底下
荡秋千，一群小伙伴钻进树洞
里玩。”今年80多岁的长峰村村
民高树文讲着双龙槐的故事和
自己的童年回忆。对于两棵树
的树龄，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无
法说清，“自打记事起，那两棵
槐树就一直在，这些年都没怎
么变过。”

丛建是长峰社区居委会副
书记，也是地地道道的长峰村

民，他对双龙古槐也有着深刻
的感情。“紧邻双龙槐的是一条
河，小时候河水很清，树枝伸到
河面上。每到夏天，小孩们光着
屁股爬上树，再从树枝上往河
里跳。老人则在树下喝茶、抽
烟、下棋、纳凉，悠闲自得。”

清朝末期，雌性古槐曾遭
雷劈，树干被劈开，为保护它，
人们用粗大的铁板予以加固。
长了这么多年，有的铁板已长
在了树里，与古槐合体。如今，
两棵大槐树的躯干严重弯曲，
人们再次用四根铁柱子将古槐
支撑起来。

近年，因种种原因，双龙槐
的生长曾受到很大影响甚至险
些枯死。2008年，长峰旧村改
造，为保护双龙槐，人们特意修
建了水泥围池，建了排水系统。
在人们的爱护下，双龙槐重焕
新颜。

大家都认为，双龙槐承载
和寄托着老一辈人的美好记
忆，“一提起大槐树，就有美好
的念想，它永远是精神的寄
托。” 每逢过年过节，本村及
附近村子的村民，甚至是远离
故乡的游子，都会赶来祭拜双
龙槐，在树上挂彩祈福，敬畏、
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重焕新颜，
现有围池排水系统

曾发生虫害，雌树根部可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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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古树

可处刑罚

2005年8月，威海市政府发布
施行《威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办法》。

《办法》规定，古树是指树龄
在百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树
种珍贵、稀有的，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科研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
念意义的树木。

《办法》详尽规定了古树名
木的登记建档制度、养护负责单
位、相关保护措施等。其中规定，
在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保
护区内，不得从事挖掘取土、铺
埋管线、堆放杂物、倾倒有害废
渣废液、焚烧、修建建筑物或者
构筑物等活动。擅自修剪、移植、
砍伐、买卖；剥损树皮、攀树折
枝，借用树干做支撑物或者倚树
搭棚；未经管护责任单位(人)同
意，采摘果实、种籽或花叶；在树
上刻划、敲钉、悬挂或者缠绕物
品；损坏树木的支撑、围护设施
及标牌等相关保护设施等行为，
被列为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
和古树后备资源以及附属设施
的行为。

违反《办法》规定，损坏古树
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未造成严
重后果的，由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责令其停止侵害，限期改正或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
款。擅自砍伐或移植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备资源的，由古树名木主
管部门处以树木赔偿费3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树名：银杏
地点：阮家寺
树龄：500年

18日上午，在阮家寺洪福庄
园小区外西南角，不少居民在古
银杏树下乘凉。该处有3棵银杏
树，南边两棵东西并排，为雄性；
北侧大约十几米外，单独还有一
棵雌树。两棵雄树均高约20米，雌
树矮了一大截，高约十一二米，三
棵树的树龄均在500年左右。

在树下乘凉的老人蔡先生今
年75岁，他是土生土长的阮家寺
人，小时候就住在古银杏树北侧。

说起银杏树，蔡先生记忆最
深的是，这里是小伙伴们的乐园。
他10岁时，银杏树周边被改造成
压麦场，很多秸秆就堆在大银杏
树旁，很多小朋友一起爬到树上，
从树干上一跃而下，跳到软软的
秸秆堆里，乐此不疲。

蔡先生儿时，每逢秋季，北侧
的雌银杏树都会硕果累累，小朋
友拿着竹竿一打，银杏果直接落
地，很多人都会拿回家煮着吃。银
杏树树冠很大，这里也是村民的
纳凉圣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棵雄树

树干内的木质已发生风化。洪福
庄园小区居民介绍，近年来这三
棵古树的生长都受到了影响，
2012年开始出现虫害蛀咬，主要
是银杏大蚕蛾。2013年起，居委会
工作人员开始喷药管理，虫害已
得到有效管治。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经过近几年观察，他们推测北边
那颗雌树的根系可能存在问题，
去年这棵雌树树冠上长出了幼
枝，是今年部分幼枝已经干枯。

目前，具体问题已经上报高
区园林部门。

李家夼村内的白毛杨树，树干内部有些点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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