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树，就知道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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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来到中卫市海原县西安镇西华山北
麓的哨马营遗址处，浓浓的山雾缓缓在山峦间蔓
延。五株古旱柳在哨马营干涸的河床分布，不远
处，“在山走动的地方”几个大字印刻在山坡上，
像是在向游客讲述那段灾难的历史。

1920年海原“环球大地震”，震级达到 8.5，
裂度 12，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夺去了 27万
人的生命，震波甚至绕地球赤道三圈，余震持
续了 3年。在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古柳因
地表左旋错动而被活生生地撕成两半，左旋位
移达 0.4米，当地百姓后称其为“震柳”。五株震
柳遭受地震侵袭，枝干大多开裂弯折，树皮粗
糙、多皱，起伏不平，树根从泥土中裸露出来，扭
曲着，盘绕着，布满了深深的裂纹，显露出一种

历经沧桑的坚韧。
“其实这里原本有七株旱柳，是明朝弘治年

间种植的，树龄有 500多年。”海原县林草局种
苗股股长杨占虎介绍，哨马营原是明朝末代名
将杨六郎驻军的地方，当时共栽植了七株柳树，
古柳呈“北斗七星”状分布，用作驻军拴马、乘凉
休憩，现存的五株古柳是在大地震后留下来的。

随着海原县林草局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推
进，五株震柳被认定为一级保护等级，古柳断枝
由撑杆托起，腐坏的树干被防腐涂料包裹，根系
养分由输养管道供给，古柳得到了更加科学的养
护。如今，古柳高度均在10米以上，尽管树干底
部已经中空并呈现出枯朽之态，但上部的枝叶依
然茂盛，纵横交错，遮住了半道山沟，从远处看去

就像山谷中冒出的几朵浓密的绿云。
“现在每年 6月至 8月是哨马营震柳遗址

的旅游旺季，全年接待游客达 20万人次。”海
原县西安镇范台村驻村工作人员马学清说。
震柳的存在，不仅让人们对自然界的生命力
充满敬畏，也启示着人们面对灾难时的坚韧
与不屈。五棵震柳从灾难中挺过来继续生
长，成为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同时，它们如
今的样态现实地反映了地震中左旋走滑位
移的一般规律，对地震研究具有很重要的
参考价值，堪称研究地震的“活标本”，因而
每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学者前
来打卡观摩，给周边村镇也带来了不错的
经济效益。

古人云，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
行人几番老。在历史的长河中，古
树名木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
历史见证，成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
宝贵财富。它们不仅是自然界的活
化石，更是不可复制的“绿色文物”，
承载着无数岁月的沧桑和变迁。这
些参天大树，见证了无数行人的来
往，而行人往往未能察觉它们在岁
月中的悄然老去。

作为自然界的瑰宝，古树名木
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它们如同一部
部活生生的自然史书，记录着气候、
水土、空气等自然要素的历史变
化。专家学者通过对古树的研究，
能够更好地理解地球的过去，预测
未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宝贵的
数据支持。可以说，每一棵古树都
是一份珍贵的基因资源，它们携带
着丰富的遗传信息，对于种业的发
展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不可估
量的意义。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古树名木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一些古树因为土地开发
而被迫迁移，甚至遭到砍伐；一些则
因为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而逐渐衰
败。这些现象令人痛心，时刻提醒
我们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保
护这些活文物。因为每一棵古树都
承载着一段历史，它们是连接过去
与未来的桥梁，加强对古树名木的
保护，是对自然遗产的尊重，也是对
历史和文化的传承。

今天，在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
设的征程上，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不仅是建设生态
文明的需要，也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见证。通
过对古树名木宣传和保护，可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
的生态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以说，
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就是保护我们的自然和文化
遗产，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绿色财
富。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些古老的生命继续在宁
夏大地健康成长，见证更多的人和事，讲述更美好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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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虎观察古榆树的生长情况。

海原县元龙山古旱榆矗立在景区石窟旁。

东峡村古旱柳树龄超过360年。

震柳枝干开裂弯折，依旧枝繁叶茂。

宁 夏 ：古 树 新 生
本报记者 马雨馨 李宏亮 文/图

中卫市海原县红羊乡张元村元龙山石窟景
区内，有一株千年古旱榆。沿着石窟边缘的羊
肠小道望去，古榆静立石窟旁，见证着历史的沧
桑。它的枝干遒劲，树皮斑驳，枝头挂满了游客
寄托心愿的红绸带。绸带随风轻舞，如同跳动
的火焰，又似天边飘落的霞光，给这棵古树增添
了一抹神秘而又温暖的色彩。

“你可以摘几片叶子回去尝尝，附近的村民
都喜欢用榆树叶泡水喝。”海原县林草局种苗股
股长杨占虎告诉记者。说起这个习惯的由来，
杨股长讲了两个故事。

据说，唐朝有位僧人见途经此地的商贩长途
跋涉，饱受饥渴之苦，便动了恻隐之心，访遍云浙
之地，引进各种茶树种植于此地，但均未成功。
在僧人沮丧之际，山坡上自然长出了一棵貌似茶

的树，摘叶冲泡，味道也似茶叶，这株树便是现在
的古榆。久而久之，树苗茁壮成长，要三人才能
合抱，被当地人奉为神树，爱护备至。

又一说，清朝康熙皇帝西巡时游历元龙山，
随从奉水，味咸，康熙皇帝问为何无茶，随从答
茶已用尽。无奈，康熙皇帝随手将身边榆树上
的叶子摘下入水，结果竟意外地好喝。后来，周
边的乡民每到农历六月初六，便会上山摘上一
些榆树新叶，经熬煮晾晒，藏于干燥处，水烧开
后放几片，凉后水鲜红色，清凉解渴。久而久
之，这个习惯就在周边村落流传了下来。

“我们村民管这些榆树叫‘茶树’，我喜欢把
龙井茶放在一起泡，味道非常好。”55岁的张元
村村支部委员罗宝铜说，喝榆叶茶的习惯从爷
爷辈而来，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罗宝铜说，小时候常和玩伴一起在古榆树
洞里捉迷藏，这棵古树也成了童年时期的“朋
友”。但随着近年来古树保护工作的落实，古旱
榆四周立起来四米见方的围栏，孩子们不能在
古树身上“撒野”了。2023年 10月，古树旁安装
了避雷针和太阳能摄像头，根系也有了专业的
输养设备，它像一位需要休养的老者，得到了全
方位的保护。

如今，古榆的树叶已不可随意采摘，但经年
累月，古榆树种早已随风随鸟撒满元龙山石窟
的山坡，58株榆树高矮不一，在古榆周围生长起
来，郁郁葱葱，它们分枝散叶，形成了一片榆树
林。小榆树彼此之间相互依偎，形成了一个紧
密的社群，将古榆簇拥起来，共同抵御着风霜雨
雪，分享着阳光和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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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时节，山雨欲来，在固原市泾河源镇东
峡村村口，一杨一柳两株古树相向而立，苍劲的
枝干如同岁月的笔触，刻满了历史的印记。树
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似乎在
相互诉说着早已被人遗忘的故事。

“这棵古山杨树已经空心化了，树干侧面
生出的树冠形状像龙头！”东峡村村主任兰四
保站在树下细细观摩，古杨树树洞中，一根巨
大的藤蔓盘旋而上，像一条正在向上升腾的
苍龙。

在古杨树三十米开外，有一棵古旱柳，几年
前的一场雷雨劈断了树干，一侧倾斜的枝干像
仰首伸眉的“马首”，另一侧枝干向下扎根，与

“马首”组合起来，活像一匹骏马。
“听我爷爷说，村头的这两株树在 1862年

以前就有”。兰四保回忆，1987年前后，雨夜
里闪电击中古杨树顶端，火焰在树干上蔓延，
村民急忙救火仍无济于事。古杨树旁的住户
担心树干倒塌砸毁了自家院落，谁知火灭后，
烧断的枝干竟然径直躺在了房屋的另一侧。

“似乎是有思想的，不会伤害爱护它的村民。”
兰四保说。

如今，东峡村的住户已经不多了，2015年开
始，村民陆续移民搬迁，古树周边的房屋也早已
被夷为平地。兰四保说，想来也是奇怪，村庄开
始搬迁那年，古杨树和古柳树的枝叶就开始变

得枯黄，也许在人与树多年的守望中，二者之间
早已有了不可言喻的联系，古树如同耄耋之年
的老者，少了乡民“承欢膝下”，少了“人脉”的滋
养，古树也开始变得无精打采。

“2023年 3月开始，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对
古树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泾源县林草局从
事古树保护工作的者金福告诉记者，截至今年7
月，通过整形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支撑
加固、清腐防腐等措施，这两棵树龄超 360年的
古树，在尽可能保有原貌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加
稳定的生存环境。

“很多老屋早就没有了痕迹，但回来看到这
两棵树，就知道到家了。”兰四保说。

榆叶似龙井 随风育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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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年起，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的大力支持下，宁夏国有林场
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积极开展为期四年的全区
林木种质资源调查。这项调查如同一场寻根之
旅，初步掌握我区古树名木种质资源隶属于 18
科 26属 51种，含单株古树 381株，名木 14株，古
树群 101处。单株古树中，一级古树 11株，二级
古树 30株，三级古树 340株。古树名木和古树
群分散于全区各市、县（区），主要以旱柳、旱榆、
白榆、桑树、国槐、刺槐、杏、枣等树种为主，其中
单株古树旱柳最多。

“在我们出版的《宁夏古树名木图鉴》一书
中，每棵古树都悉数在列。”宁夏国有林场和
林木种苗工作总站站长李英武介绍，坚持“一
树一档”，确保了对每一棵古树的详细记录和
管理。

有了前期的数据支持，古树名木资源的保
护工作得以科学开展。2021年至 2024年，自治

区成功申请到中央财政资金 75万元。宁夏国
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等相关部门对全区
古树名木进行了实地调研和现场查看，确定需
要先期保护的 22株古树名木，实施了《2021年
宁夏古树名木保护抢救复壮试点项目》和《2023
年古树名木保护项目》，制定“一树一策”方案。

围栏避雷、枝干加固、病虫害防治、水肥管
理、清腐防腐、叶绿素监测……宁苗生态建设集
团借鉴北京、四川等地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成
功经验，结合宁夏地区古树实际，采用科学施工
方法，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延长了古树名木的生
命周期。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海原县元龙山古旱
榆的保护工作，当时作业难度很大。”宁夏宁苗
生态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段林说，古
旱榆长在峭壁上，枝干有垮塌的风险，斜坡无法
蓄水。施工人员克服作业环境的困难，在全面
监测的基础上，为古旱榆制定了专属保护方案，

加装贴合树干长势的撑杆，树池围堰护根保水，
高处的安装避雷针，加装监控设施，古旱榆作为
宁夏全区最年长的古树，得到了全方位的呵护。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不仅需要积极探索古
树名木保护技术、智慧化管护，还需提升公众对
保护工作的认识和参与度。自治区林业与草原
局积极争取古树名木保护项目，举办全区古树
保护技术培训班，参加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
宣传周活动，组织市县参加全国双百古树推选
活动，灵武长枣古树群于去年 9月入选全国 100
个最美古树群。

“我们正在争取更多的国家项目支持，总结
保护技术，加大全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范围和
力度。”李英武表示，随着保护措施的实施和公
众意识的提升，古树名木将得到更全面的保
护。我们有必要相信，在“一树一策”的精心呵
护下，宁夏的古树名木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承
载着岁月的故事，绽放出更加璀璨的生命力。

“一树一策”留住古树青葱岁月

短 评

编者按
古树名木承载着

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寄托着广
大人民群众的乡愁情
思，延续着优质的生物
基因，被誉为“绿色的
国 宝 ”“ 有 生 命 的 文
物”。根据相关规定，
一般树龄在百年以上
的大树即为古树；树种
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
价 值 、纪 念 意 义 的 树
木，称为名木。古树还
分 为 3 个 级 别 ：树 龄
500年以上的为一级古
树，树龄在 300年—499
年的为二级古树，树龄
在 100 年—299 年的为
三级古树，名木则不分
级别。保护古树名木，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建
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进一步加
大古树名木保护力度，
宁夏国有林场和林木
种苗工作总站实施了
两批古树名木保护项
目，宁苗生态建设集团
作为项目施工单位，通
过制定“一树一策”保
护 方 案 ，对 我 区 灵 武
市、海原县、中卫市沙
坡 头 区 、固 原 市 原 州
区、泾源县、彭阳县、隆
德县等地的 22 株古树
进行了抢救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