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 王爱敏 版式 胡骏 校对 华伟看点A06

城区中的古树名木一直是“重点保护对象”，昨天是植树
节，记者跟随一位热心市民的脚步走访各个古树名木，却发
现不少并没有“挂牌”。

城区有的古树名木缺少“护身符”
热心市民建议加强管理，更好留住城市“绿色记忆”

植树节，
绿化养护人员
比拼技能

京江晚报讯 昨天是
植树节，“绿满镇江 美化家
园”2019镇江市首届城市绿
化养护技能竞赛在跑马山
麓、檀山路边举行。来自全
市的 16 个代表队 48 名绿化
养护技术能手同场竞技。

各个代表队三人一组
行动，一人负责搬运并扶稳
梯子，另外两人分别手持油
锯和高枝锯，进行大小枝叶
的修剪。“咔嚓咔嚓”，在选
手们干净利落的操作中，一
根根枝条从香樟树上掉落。

市城市绿化管理站薛
万全介绍，目前市绿化站在
管绿地超 300 万平方米，行
道树、景观树近17万株。“树
木修剪比赛的要点在于修
剪造型、技术规范、安全操
作等方面，修剪时需要对树
枝的长势进行预判，剪去多
余的树枝，使树木能够在台
风、大雪等灾害性天气中免
遭损坏，同时通过科学修
剪，达到病虫害防治目的，
保证树木的健康生长，并营
造出良好的生态景观。”

据了解，此次比赛是我
市首次举办城市绿化养护
技能竞赛，比赛由市住建局
主办，镇江市城市绿化管理
站承办，共有来自市区以及
丹阳、句容、扬中、镇江新
区、丹徒等各市区的 16个代
表队参加。每个代表队需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株香
樟、一株桂花的修剪。本次
比赛总分第一的代表队，负
责修剪的选手经镇江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
后，授予“镇江市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优先推荐为住建
系统优秀工匠候选人；总分
前三名的代表队，负责修剪
的选手由市总工会授予镇
江市“五一技术标兵”荣誉
称号；总分四至八名的代表
队，负责修剪的选手，由市
住建局核准后，授予“镇江
市城乡建设行业技术能手”
称号。 （朱秋霞 蔡滋群）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
市教育局组织机关党员干部
来到江苏省镇江青少年综合
实践基地，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有的
挥锹培土，有的扶植苗木，有
的浇水灌根。经过 2 个小时
奋战，基地的主干道两侧播下
了一片片新绿。市教育局局
长刘元良说：“今天我们用实
际行动在这里植树，是为打造
生态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尽一份力，也是为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作出应有的贡献。”

昨天，江苏科技大学电子
信息学院大公青年志愿者协
会思源服务社的大学生志愿
者与健康路街道健康社区党
员一起，在解放桥至中山桥河
段古运河开展植树活动。大
学生志愿者和社区党员还一
起宣传节水、护水意识。“我们
想通过植树来保护环境，点靓
古运河，也希望同学们在体验
植树的同时，为运河的美丽出
一份力。”江科大 2016级电信
学院学生顾瑞冲说。

在植树节来临之际，丹徒
宝堰镇团委联合镇宣传办，组
织发动宝堰青年志愿者为古
镇“添绿”。宝堰镇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活动当天组建。30
余名青年志愿者分成两组，一
组栽种桂花、红枫、石楠等乔
灌木，另一组则在领队的带领
下捡拾起了地面垃圾。“植树
不易，护树更难，希望通过我
们微小的举动感染更多人去
关注古镇生态，让古镇更美。”
一名志愿者表示。本次活动
共栽植乔灌木 200棵，有效清
理地面5000平方米。

昨天，由京口区住建局物
业管理中心党支部与江科大
后勤集团华舟物业有限公司
党支部共建的全市首个红色
物业结对支部，联合景阳山社
区党支部，在景阳山庄小区小
广场东侧共同绿化植树，改善
生态环境。三家党支部的 30
多名党员代表共同播种绿色。

昨天上午，市防汛防旱抢
险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和青年
职工来到西南片区石韦路与
温泉路交界矿山整治现场，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短短一个
小时里，上百株栾树、榉树等
树苗在原本绿化很少的山坡
上扎下了根。

（唐守伦 古瑾 张文远
朱秋霞 张欣怡 洪莲 杨凯
干光磊）

如果说古树名木“挂牌”属于
多重保护的话，那么没有“挂牌”
就算是一种疏漏了。记者昨天跟
随张鹏在城区跑了多个地点，找
到了 3 棵古树名木并没有“挂
牌”。

一棵古银杏树位于水陆寺巷
33号住宅楼对面，树高约20米，与
六层居民住宅楼同高，树径约 60
厘米。记者询问了80多岁的周边
市民赵先生，他表示这棵树的年
龄肯定比自己的年龄大，应该超
过百岁了。张鹏留意这棵古树已
多年，一直没有看到过“挂牌”。

还有一棵位于凤鸣新村 30
幢居民楼对面，位置特别隐蔽，而
且是一条死巷子，如果没有人指
点，哪怕你来到居民楼下也找不
到，其位于居民楼入口右侧小坡
上，也是一棵古银杏。据30幢居
民刘女士介绍，她一直听附近老
辈人讲这是一棵“神树”，还有人

专门过来祈愿，至于树龄搞不清，
超过百年是没有问题的，记者在
这棵树上也没有发现“挂牌”。

还有一棵位于宝塔山附近的
都天庙一带。记者在都天庙 36
号住宅附近发现了一棵古银杏
树，巧的是上面正好悬挂了 1990
年我市制作的第一批古树名木搪
瓷标牌，上面写着树龄约 300
年。记者正要转身离开，偶然发
现在都天庙 36 号住宅里竟然还
有一棵古银杏树，它几乎是贴着
建筑的夹缝在生长着，树干竟比
外面这棵“挂牌”的还要粗，但是
它却没有“挂牌”。

张鹏认为，古树名木“挂牌”
是管护我市树木资源的重要一
步，也是关键一步，希望这些疏漏
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加强管
理，更好地留住城市的“绿色记
忆”，留住老辈镇江人的乡愁乡
情。 （竺捷）

3棵古银杏树没有挂牌

热心市民张鹏介绍，中山桥
附近是城区古树名木最集中的一
块区域，记者跟随他前往寻找，共
找到 4 棵古树名木。记者发现，
它们身上都有“挂牌”，区别只是
有的身上挂了两个牌子，有的只
有一个牌子。

在邻近新世纪大厦的地方，
有一棵古银杏树，身上挂着两个
牌子，一个是 2003 年 12 月，由市
园林管理局制作的古树名木标
牌，它采用的是铝塑板材料，长约
35厘米，宽约22厘米，远远望去，
用细铅丝挷在树木中段的部位，
比较醒目。而在树身上方还有另
一个古树名木标牌，它是 2018年
新挂上去的，牌子为亚克力质地，
褐底白字，上面标明了科属、树
龄、拉丁名等内容，而且上面还有
二维码，用手机扫一下后，立刻会
出现这棵古树的详细信息。但是
不方便的是，这个新标牌离地高

2.3米左右，一般人很难扫到这个
二维码，记者也是费力找大石块
垫脚后才扫到。

张鹏认为，新标牌虽然好看，
但尺寸太小，长约 20 厘米、宽约
14厘米，这个大小挂在古树上很
容易被忽略，而且比 2003年制作
的一批“缩水”不少。其实，我市
最 早 制 作 的 古 树 名 木 标 牌 是
1990年上树的，现在在城区已经
很难看到，当年采用的是搪瓷质
地，白底红字，挂牌单位是市绿化
委员会和园林管理局，尺寸比
2003年版的还要大不少，挂在树
上十分醒目。

张鹏认为，标牌对树来说是
一个“护身符”，对人们来说是一
个“警告牌”。从保护角度着眼，
标牌不宜太小，醒目的标牌更容
易形成保护古树名木的良好氛
围，提升周边群众爱树护树的意
识。

“挂牌”越做越小，极易被忽视

与我市风景区内或是山区内
的古树名木数量相比，城区的古
树名木并不多，普通市民如果不
是特别关注的话很难发现。什么
是古树名木呢？据我国有关规
定，一般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
即为古树；而那些树种稀有、名贵
或具有历史价值的树木则可称为
名木。古树分为国家一、二、三
级，国家一级古树树龄 500 年以
上，国家二级古树300-499年，国
家三级古树100-299年。国家级
名木不受年龄限制，不分级。

我市文保志愿者张鹏表示，
古树名木不仅是我市林木资源中
的重要瑰宝，更具有重要的人文

与科学价值，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是区域历史的见证，承
载着老镇江人的记忆。“举一个最
通俗的例子，现在有古树名木的
地方，以前很有可能就是有古迹
或古建筑的地方，经过若干世纪
的变迁，往往是建筑早没了，但树
还在，而且只要树的位置没有移
动过，就是连通古今的定位点。”

但是在这么多年关注过程
中，张鹏却常常发现一些古树名
木的“挂牌”存在不规范的地方，
如有的重复挂牌，有的没有挂牌，
有的挂牌缺失很久且多年未补。
在生态环境越来越受重视的当
下，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

城区古树名木，相较景区并不多见

把运河“点靓”，让古镇更美

镇江今春又添新绿

昨天是我国第 41个植树节，为倡导“人人参与植树，共建
绿色家园”的新风尚，昨天，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组织报社党员
来到报社印刷厂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共建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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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红旗线63123
开关以下，至63141开关
停电范围 无
停电时间 13:00-17:00
停电线路 10kV 辛桥 1F90 线
华浩通信支线（带电配合，停

“华浩通信”专变）
停电范围 华浩通信
停电时间 9:00-18:00

停电线路 10kV 儒里 161 线，
至16101开关
停电范围 石桥集镇11号变、
石桥村 02 号变、镇江益林金
刚石工具有限公司、石桥上社
08号变
停电时间 9:00-13:00
停电线路 10kV四和1H41线
华谊机械支线（带电配合，停
镇江市华谊机械有限公司等
专变）
停电范围 镇江市华谊机械有
限公司、思华公司

停电检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