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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民生A08

市民想认养无人管的古树
有关部门称这是个保护古树的好办法

清真寺内发现珍贵300年白蜡树
昨日，市民白先生再次向本报来电称，沟赵

办事处白寨村清真寺内的 300多年的古树，一
直确认不了是什么树种。记者立即赶到寺内，
只见一株状如巨伞的大树，树冠的每个枝头上
都披着花朵样子的絮状物。寺内 72岁的白献
宾老人介绍，该树春天发的絮，絮正在落，叶子
也长出来了。“祖上人说，这株带絮的树，全国和
它一样的只有三株，而这株最粗，另一株在四川
诸葛亮墓边种着。”

记者随后与专门研究古树的翟福全老先生
联系，翟老师对这株树的枝和叶研究后，确认这
是一株白蜡树。“白蜡是木犀科，又叫青榔木。
中国白蜡有 20余种，多分布在山间洞边，木质
好，耐水湿，枝条可编筐；在我们平原地带，多呈
灌木型，而郑州已知的土生土长的古白蜡，这还
是第一株，应该是郑州古树中的珍品。”

根据市民反映，他们发现的 5株不在册的
古树除这株白蜡树外，还有 4株，分别是：二七
区侯寨乡盆刘村古槐、二七区大学南路金海市
场内古槐、二七区福寿街小商品城门口古槐、圃
田乡政府附近古槐。

市园林局城市绿化管理处工程师乔荣强介
绍，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古树的生态效益是巨大
的，一株古树的树冠伸展开来至少有上百平方
米，能为人们遮阴蔽日、提供氧气，一株古树的生
态效益相当于数百平方米草坪；从生物的角度来
说，从一株古树身上，人们可以得知当地物种、气
候演变的历史，一株古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
化石；而从文化角度来看，一些古树往往承载、见
证了当地历史，甚至进而缔造出当地一些传统、
习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标志，成了研究一个城

市或地区悠久文化的“活文物”。
中原区绿化所监察科靳国强介绍，多年来，

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对辖区内的古
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前不久，媒体报道
了淮河路阎庄村路南侧两株200年古柏奄奄一
息的情况后，他们立即组织人员抢救，西边的濒
危的一株终因抢救无效死亡，而东侧一株经过
抢救已经成活下来。靳国强说，周新庄的这株
水泥封的古槐，他去过两次，但因树权问题，抢
救起来较难。

乔荣强介绍，2005年 9月 10日施行的《郑
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中规定，对我市树
龄500年以上的古树实行一级保护，树龄300年
以上的古树实行二级保护，其余的古树实行三
级保护。

他说，对在树上刻划钉钉、悬挂物品、缠绕
绳索、架设电线，借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
物、剥损树皮、攀树折枝、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

硬化、固化地面行为，绿化监督部门可结合执法
人员，对用水泥封树根部的当事人，处以 500~
3000元的处罚。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的工
作人员因玩忽职守造成古树名木损伤或死亡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管理权限的部门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周新庄水泥固化的古槐，执法人员完全可以对
水泥固化者处以3000元处罚。”

负责非建成区古树的市绿化委员会工作人
员介绍，市民认养古树，郑州也曾提出过，而且
去年在新郑，外地华人认领过黄帝故里的古树
名木。而市内也有人提出想认养古树，认养者
有家庭单位和个人，他们为了让孩子体味生长
的这个城市的历史感、了解大自然中生命平等
的关爱；有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单位和企业；有
真正了解古树名木价值，愿以一己之力为它们
留出一方自由生存空间的普通市民。

市绿化委负责人厉天斌介绍，就市区古树

的认养，最主要的是解决树权问题，因为有些树
的所有人不同，分清树权，就好认领，树所在村
委也是保护单位，树所在的村民，也是树的保护
单位的所有人，认养者要与他们先沟通，认养时
要注意签订一个合同。“这需要双方坐下来谈一
谈如何认养，列下方案，要绿化或园林部门参
与。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认养和保护
我们越来越少的古树。”

本报将与认养者一起，及时参与认养保护
郑州古树。300300多岁的白蜡树多岁的白蜡树

市民提出要认养周新庄的大国槐
昨日上午，张先生看到昨日本报报道的周

新庄 300多年的古槐树极其恶劣的生存状况
后，向本报提出想认养这株古树，想把古树根
部的水泥砸开，让古树能正常地喝点水。

“我是个古树爱好者，我家离此不远，我经
常出差。现在深圳、杭州、上海的绿化部门都
开始认领古树和名木，我想认养这株古树，我
愿意出些钱，由相关部门来监督，我有机会带
家人和孩子来给它浇水。如果再不把它周围
的水泥拆掉一些，它马上就会死！”

“每株古树名木都是一个城市
的历史名片。”本报昨日报道了周新
庄古槐树奄奄一息的情况后，市民张
先生十分痛心，他想认养这株古树。
市园林局和绿化委都称，这是保护古
树的一个好办法。与此同时，市民帮
助找寻古树的行动继续进行。市民
在建成和非建成区内，又发现5株未
入册的古树，其中沟赵办事处白寨
清真寺内的一株怪树，被专家认定
是木犀科中珍贵的白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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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的生态效益巨大急需要保护

保护古树名木2005年郑州出台有文件

绿化委：认养当然好但要分清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