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约古槐树下，看1100岁“树爷爷”
保护古树郑州是认真的：政府挂牌护树、开发商为它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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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城区政府院内，有 3
株树龄分别为 153 年、313
年、263年的槐树，其中一株
身如游龙，在逼仄的环境中
伸展自如，展现了顽强的生
命力。为保护这 3株古树，
有关单位对其进行了“植
皮”，在树身空心部位涂上专
用保护涂料，并定期输营养
液，确保其长势。

生长于菜王西街与中原
路交叉口的一株槐树，树龄已
404年。相传，当年种菜有名
的王氏兄弟种了 3株槐树，仅
此株存活至今。2004年，拆
迁改造后，原有村子已被现代
化的高楼取代，唯有此树得以

保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常
有老人为古树披挂彩绸，在树
前祈福。

位于经开区法云寺地藏
殿前的古银杏树是寺院最大
的自然景观，也是郑州市主城
区内最古老的一棵银杏树，经
过科学测量，这株古银杏树已
生长 1200余年。历经几十年
的恢复生长，整株树木酷似几
株捆在一起生长，树冠最大直
径10余米、高20多米，春夏季
叶色嫩绿，秋季变成金黄色，
并结出数不胜数的银杏果。
2018年起，它被郑州市政府
确定为郑州市国家一级古树，
实行挂牌保护。

生长在惠济区东赵村的
一株“王宅古槐”，树龄达
1100年，是几百年来城区北
部乡村四野的“地标”。如今，
它的树干上悬挂着惠济区政
府颁发的“古树名木、严加保
护”的牌子。散居多个地方的
东赵村王姓村民常相约古槐
树下看看“树爷爷”。

说起几年前这株古树的一
段经历，可谓一波三折。2016

年6月，东赵村搞开发拆迁，古
槐树几乎处于规划小区正中
央，根据开发商的规划，打算把
树移栽至古树苑“颐养天年”。
消息一出，引起村民及古树名
木保护志愿者的极大关注。

“为了保护这棵古树，开
发商修改了规划方案，听说项
目多花了很多钱。”一名知情
者透露，古树无价，花这笔钱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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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保护”古树名木

郑州出台一系列保护办法 让古树管理走上法治化道路

有的枝繁叶茂有的枝繁叶茂，，冠大冠大
荫浓荫浓；；有的造型古拙雅有的造型古拙雅
致致，，独木成景独木成景；；有的树形有的树形
虽有缺损虽有缺损，，却依然硕果累却依然硕果累
累累……沧海桑田……沧海桑田、、经风沐经风沐
雨雨，，古树屹立千百年不倒古树屹立千百年不倒，，
默默地见证着时代的变默默地见证着时代的变
迁迁，，顽强地守护着生命的顽强地守护着生命的
年轮年轮。。在郑州在郑州，，由于得到由于得到
较好的保护较好的保护，，古树焕发出古树焕发出
新的生机新的生机。。据统计据统计，，郑州郑州
现存现存40544054株古树名木株古树名木，，
2626处古树群处古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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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是历史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极其重要的生态、经济、历
史文化、社会和遗传学价
值，是不可再生和复制的
宝贵资源。

“树龄100年以上的称
为古树，其中500年以上为
国家一级古树。郑州作为
历史文化名城，古树名木
的保护与管理起着重要的
支撑作用。”郑州市园林局
规划建设管理处副处长仝
群喜说。从20世纪70年
代起，郑州市绿化管理部
门就开展了对古树名木的
保护管理工作，对全市古
树名木进行了初步调查登
记，先后6次组织力量进行
全面普查认定，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古树名木档案。

●随着城市化进程，
一些城市古树名木面临着
生死抉择，为此，2005年
颁布实施了《郑州市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下发
了《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
护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主
管部门、管理保护要求，落
实管理职责、明确处罚办
法。建立了市、区、街道、
责任单位（人）四级管理体

制，按照建档技术规定，对
古树名木一一建档，挂牌
保护。每年由市财政拨付
专项资金，采取属地管理
模式，加大工作力度和指
导力度，市建成区古树资
源实现保护率100%。

●2012 年颁布实施
《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
例》，禁止砍伐古树名木，
严格控制古树名木迁移。
每年定期对全市古树名木
进行调查，对有病害、长势
弱等情况的古树名木进行
抢救性保护，组织专业队
伍和技术人员进行日常养
护和复壮管理。

●2019年，郑州市绿
化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
作，结果显示，全市现存古
树名木4054株，分35科76
属 324种（其中古树 3962
株，名木 92株）；国家一级
古树 891株，二级 915株，
三级2156株。另有古树群
26处，计 41422株。其中，
城市建成区现存古树 190
株，其中一级 17株，二级
31株，三级古树142株。

树龄 50~99年的古树
后备资源也实行了属地保

护管理。结合郑州市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要求，
2018年底，市园林局对建
成区内的古树及后备资源
进行了普查、登记、挂牌。
经调查，郑州市50~99年的
古树后备资源高达 9560
株，共26科44属53种。

●2022年1月1日起
实施的《郑州市古树名木
及古树后备资源保护条
例》，明确对古树名木按照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坚持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面
保护、科学管养的原则实
行属地保护，市、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
资源保护工作的组织领
导，将古树名木及古树后
备资源保护经费纳入同
级财政预算，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负责城市建成区
范围内古树名木及古树
后备资源的保护管理；林
业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建
成区范围外古树名木及古
树后备资源的保护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移植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
资源，不得对古树名木进
行非保护性修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