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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热点

［ 市民来电 ］
郑州古树面临生存危机

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管城区曹古寺
村，一老太 23年守护一株古银杏，以及二
七区小王庄村王姓家族200多年来保护本
家8株古槐的故事后，不少市民来电称，随
着市区面积不断扩展，市内建成区和非建
成区的古树面临着生存危机。三官庙村的
李勇先生介绍，三官庙大街上那株 300 岁
的国槐，现在已奄奄一息；淮河西路阎垌村
的两株古柏，因为市政用水泥封了路面树
根缺水，已死了一株。非建成区不少古树
也没有相关统计数字，希望记者能和相关
部门统计一下，让市民在赏花的同时，也来
关心一下古树。

［ 园林统计 ］
建成区在册古树23株

昨日上午，据市园林局负责古树统
计的乔荣强工程师介绍，1992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颁布的第 100 号令《城市绿化
条例》，其中规定“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
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
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从
2005 年开始，市园林部门对全市古树名
木进行统计，树龄在 500 年以上的一级
古树 503 株，300～499 年的二级古树 258
株，100～299 年的三级古树 523 株。树
龄最长的是位于登封市嵩阳书院内的两
株侧柏,即“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树
龄 4500 多年。郑州市建成区内只有 23
株古树，去年死了一株古柏，只剩下 22
株了，建成区树龄最长的是管城区清真
寺内的 500 年国槐。目前对市辖非建成
区的古树，的确还没有具体统计数字。

“我们前年委托河南农大统计，现在还没
有结果。”

［ 护树行动 ］
绘制郑州古树分布图

2月 21日，看到本报报道一位老太守
护 800 年的银杏树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文物普查组的汪松枝组长专程赶到
那里，确认该树的文物价值。经确认，该
树是市内已知的树龄最长的古树。同
时，北京以保护环境为主的“自然之友”
河南小组负责人崔晟先生，对该树调研
后成立了郑州古树保护小组，将对本市
所辖的中心五区内全部古树进行调查，
绘制出分布图，并制作“古树生长环境记
录卡”，对每株古树进行编号，将树所在
位置的光照、地形、海拔、土壤、所受的病
虫害等登记入册。目前，他们已对 10 多
株古树制卡入册。

［ 专家呼吁 ］
保护郑州已存古树
市园林局相关专家表示，要尽快保护

郑州已存的古树，因为这些古树死后不可
再生，再加上古树不像动物那样受侵害时
会移动或反抗，所以，更需要人们关心和保
护。如果你知道辖区内还有哪些古树，请
打电话与本报联系，本报将及时把它列入
保护名录，大家一起给它们多一份呵护和
关爱。

面临生存危机，引起各方关注

市区哪儿还有古树，请告诉我们
本报为你绘制市内五区已知古树分布地图，有空去看看

古树，历经大自然的漫长历史变迁，不但是风景，也是珍贵的历史遗产、一个城市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科研和文化价值，被誉为
“活文物”。而作为绿城，据市园林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郑州建成区内只剩22株古树，而非建成区大量珍贵古树，还没被编入保护册，
不少珍贵古树生存受到威胁。日前，本报与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市内五区绿化部门以及北京“自然之友”护树义工组联合，对郑州市
五区的古树进行初步勘察，把各区知名古树介绍给爱护古树的市民，希望市民在春日赏花之余，也抽空去探望一下我们身边数百年
的“活文物”，并参与保护行动。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代表古树：曹古寺古银杏树、清真寺500
年国槐

保护情况：昨日上午，在新建的清真寺
南侧，一株树径约1米的大国槐，木质部已露
出，树身已发出绿芽。绿化人员刚对该株古
树进行了“植皮”保护，在古树树身空心部
位，工作人员涂上保护木质部的状如树皮的
涂料。据寺内的李姓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寺

内有两株古国槐和 4 株古柏树，都 200 多岁
了。

古树地图：南曹乡曹古寺村法云寺内
800年古银杏；商城路区政府院内300年树龄
国槐3株；商城路清真寺内两株古国槐、4株
古柏树；城隍庙院内200年榆树；管城公安分
局东围墙200年国槐；平等街与西大街交叉
口200年国槐；南学街200年国槐。

金水区
建成区内没有百年古树
代表古树：姚桥乡马渡村千年皂角

树，紧挨黄河大堤，树高约30米，树围3.85
米，需3人合抱方能抱住。

保护情况：在黄河二桥的大堤附近，
就能看到这株占地2亩左右的大树，村民
讲，这棵皂角树就是当年南宋皇帝赵构南
渡时的拴马桩。故事太离奇不可信，但此
处村名确为马渡至今。

二七区
古国槐群都发出新芽

代表古树：小王庄村树龄 350 年古
国槐群

在 距 离 西 环 路 与 航 海 路 交 叉 口
1000 米的小王庄村，有 6 棵树龄 350 多
年的古槐树。

保护情况：据76岁的王老先生介绍，
350 年前，他们的祖先从郑州南大街附近
迁此后，在院子里种植8株国槐树，一直生
长至今，树边有碑刻记载。王老先生说，
日军侵华到此处时，把东侧的黄岗寺烧
毁，同时向西赶到此处，因为八路军当时
藏在两株树上，日军烧毁了其中两株，只
剩6株。“现在都发出新芽了。”昨日，该村
闫秀琴老人说。

古树地图：中原路与大学北路交会的
东南角菜王村400年国槐；人民公园南门
160年国槐。

惠济区
建成区没有在册的古树
代表古树：老鸦陈古城村300年国槐
保护情况：在古城村西侧的古城墙

边，近80岁的任钦妮家的院子里，这株参
天国槐，树径1.5米左右。

古树地图：该区建有古树苑，位于区
政府办公区西南角，占地600亩，栽植古树
880 棵，树龄在千年以上的两棵，一棵女
贞，一棵白蜡。500 年以上的数十棵，100
年以上的 850 棵。品种有木瓜、桂花、乌
桕、银杏、美国红芦、合欢、白玉兰等30多
个，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在市内首屈
一指。

古荥镇马村红光寺有300年国槐；马
村南侧娘娘庙门前有300年古柏。

代表古树：长椿路北段丁楼村600年的国槐
保护情况：在村民毛云增老先生家里，这

株树干直径1.5米左右的古树，树干发出了3
根大树枝。据毛老先生介绍，据说他的祖先
在明朝末年迁到此树下时，树就很粗大，1944
年日军打到此处时，村内一名游击队员蹲到
了“老槐爷”树杈洞中，逃过一劫。据高新区
市政绿化部门工作人员初步确定，该树树龄
约为600年。因该树所在的村随时拆迁，树

的生存受到威胁。
古树地图：颍河西路石羊寺村东北角

300 年国槐；陇海路河南工业大学家属院内
150年皂角树、100年金合欢树（不在册）；桐
柏南路后河芦村350年皂角树；伊河路周新
庄村300多年国槐（不在册、濒死）；三官庙派
出所东邻300年国槐（不在册）；淮河西路阎
垌村300年古柏；石佛办事处大李村300年古
槐；桐柏北路朱屯村150年皂角树等。

高新区丁楼村，站在高新区丁楼村，站在600600岁的古槐下，白发老人也显得“年轻”了。岁的古槐下，白发老人也显得“年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