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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株古树沉淀着历
史，一圈圈年轮记录着岁
月。鹤山古树名木众多，或
矗立于宗祠旁，或装点于村
落，它们如活化石般守护鹤
山风土，见证着鹤山变迁。

近日，广东省绿化委员
会、广东省林业局联合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广东省
古树名木保护提升行动方
案（2023—2035 年）》，明
确要扎实推进古树名木保
护提升行动，促进古树名木
与城市乡村、历史人文和谐
共存，留住绿美广东乡愁记
忆。

在鹤山的多棵古榕树下都
设有长凳，长凳上常有村民纳
凉，树上则挂着一个小铁牌，标
注着国家古树不同保护级别以
及简单介绍。铁牌上设有二维
码，市民群众可通过微信“扫一
扫”功能扫描二维码了解古榕
的地址、科、属、拉丁名、类型、
树高、平均冠幅、树龄等信息，
还有详细的历史介绍。这个小
铁牌，就是古树的“身份证”。

广东省林业局开展古树名
木普查建档工作，给全省古树
名木办理“身份证”，并建立“广
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
统”。据悉，为加强古树名木的
保护和管理，2016年开始，鹤山
按照“一树一档，一树一牌”的
挂牌机制，建立了较为全面的
档案资料，明确管护责任单位，
并将古树名木的信息上传到

“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统一管理。2022年，按
照省林业局的管理要求和“一
树一档，一树一牌”的挂牌机
制，鹤山市林业局组织工作人
员对全市古树名木进行了新一
轮挂牌工作。

据统计，鹤山现存古树共有
293株，其中一级古树2株，二级
古树5株，三级古树286株。古
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00-120
年区段，共206株，占70.3%。

为全面加强对一级古树的保
护，鹤山在2株一级古树（共和镇
大凹村委会东胜村古樟树、双合
镇合成村委会永乐村古樟树）附
近还安装了视频监控，实时监控
数据，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精准
监控和可追溯保护。

鹤山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鹤山还开展了全市
古树巡查工作，查清辖区内293
株古树的资源分布和生长状
况，对古树的生长环境、生长发
育状况和现状进行记录，按照

“一树一档”的要求，建立古树
名木健康巡查信息档案。

“经实地摸查后，针对部分
古树存在病虫害、枯枝隐患、长
势衰弱等问题，我市迅速制定了
古树修葺保护方案，精准实施古
树修葺复壮工作，目前已对问题
古树完成有害生物防治和施肥
复壮等工作，正在进行修枝截枝
保护性处理。”鹤山市相关负
责人表示。

长期以来，鹤山
通过普查建档挂
牌、制度建设、责
任落实以及持续
不断地采取抢救
复壮等措施，织
牢古树名木保
护网络，实现在
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使
古树名木成为鹤
山的一张绿色名片。

一树一档
给古树名木
办“身份证”

走进鹤城镇南星村
委会太坪村，“珍爱大自
然·保护古树林”的墙绘
映入眼帘。顺着道路往
右手边走，仿佛进入森林
中。郁郁葱葱的树木搭
起一个大天幕，内里还有
景观亭、公园游步道等基
础设施建设。

据了解，太坪村古树
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已
建档的古树有109株，其
中红锥98株、红鳞蒲桃9
株、木荷1株、樟树1株。
为了保护太坪村的珍贵
乡土古树资源，传承乡村
历史文脉，鹤山建设了太
坪村古树公园，公园内还
建造了步行径、景观亭、
坐凳、科普宣传栏等基础
设施，与自然环境中的地
形地貌、山石、水体、植物
等风景资源要素紧密融
合，成为当地村民放松身
心、休闲养生的好去处。

而在宅梧镇，同样有
一个古树公园——宅梧
镇双龙村委会沙上村古
树公园，沙上村现有2株
古树。为保护古树资源，
鹤山市林业局采用科学
保护和适度建设，依托乡
村珍贵资源，种植特色鲜
明的植被景观，建设休息
廊、游步道等基础设施，
建成了涵盖观光游赏、康
体健身、生态科普和养生
休憩等的综合性古树乡
村公园。鹤山把村庄和
古树串联起来，围绕科学
保护乡土珍贵古树资源、
传承乡村历史文脉、提升
乡村生活品质和打造美
丽乡村的目标，因地制宜
打造特色“绿美古树”乡
村。

“ 公 园 建 成
后，环境变得

更美了，我
们有了休
息的地
方 ，这
些 树
木 也
得 到
了 保
护。”太
坪村村

民 达 叔
表示。

下一步，
鹤山将进一步挖

掘古树景观要素和文
化内涵，加强古树名木资
源的监测和保护，建设具
有地方特色的绿美古树
公园，同时加大对古树名
木保护的宣传力度，为保
护古树名木营造了良好
社会氛围，促进鹤山市古
树名木保护健康发展，助
力绿美鹤山生态建设。

改善环境
古树公园
让村民有了
休闲好去处

★相关链接

二级以上古树介绍

东胜村古樟树
●地址：鹤山市共和镇大凹村委会东胜村
村尾
●类别：一级古树
●估测树龄：650年
●介绍：树主干粗壮，周长逾8米，树干有
树洞，主干大概2米高处分支较多，右侧
分支主干粗壮，其中最大的树杈可站立
10多人，同根旁生的子系达7株之多，均
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分别散落在离主
干50米左右的半径范围内，冠幅覆盖面
积达1300平方米。通过走访村民和实地
测量胸径估算古樟树树龄，这棵古老的樟
树大约有650年历史。

永乐村古樟树
●地址：鹤山市双合镇合成村委会永乐村
47号旁
●类别：一级古树
●估测树龄：500年
●介绍：据传，这棵樟树种植于明朝弘治
至嘉靖年间，树龄达500年，树木根深叶
茂，伟岸壮观，树高17米。位于它的旁边
还长着一棵由它种子繁殖而来的樟树，树
龄约250年的樟树。这两棵樟树被人们
称之为“父子树”。古樟树屹立在村口，已
经成为古老村子的象征。

上社村古榕树
●地址：鹤山市沙坪街道楼冲村委会上社
村祠堂旁
●类型：二级古树
●估测树龄：400年
●介绍：榕树的气根从树干上垂下来，扎
到地下，三五十根粗细不等，成了一架巨
大的竖琴，有种独树成林的壮观。

●地址：鹤山市沙坪街道楼冲村委会上社
村142号旁
●类型：二级古树
●估测树龄：300年
●介绍：古榕树根如蟠龙，皮若裂岩，像个
百岁老人，捋着长须。据测算，这个古榕
树大概种植于清朝，距今大概有300年历
史。百年古树见证村里兴衰变化，它就像
一座丰碑屹立在村中。

大兴村古榕树
●地址：鹤山市沙坪街道楼冲村委会大兴
村119号旁
●类别：二级古树
●估测树龄：400年
●介绍：树干中空，附生斜叶榕是该古树
的特点。这棵古榕树生长在路边，能为村
民们遮风挡雨，守候着这个村庄和这里的
村民。

东约村水松树
●地址：鹤山市宅梧镇靖村村委会东约村
池塘边
●类型：二级古树
●估测树龄：300年
●介绍：这株水松树高8.6米，生长于一
间红瓦房子旁，树姿优美。据村里的老人
说，他们小时候这棵水松就这么大了，历
经时代变迁，这棵水松一直矗立在这里，
成为村子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白石村古樟树
●地址：鹤山市宅梧镇堂马村委会白石村
●类型：二级古树
●估测树龄：300年
●介绍：堂马村古樟树树高16米，平均冠
幅25米，枝繁叶茂。据传，这棵古树种植
于清朝，距今有大概300年的历史。村里
的老人说，这棵古老的樟树早在他们祖辈
那里就存在了，像一位年迈的老人，默默
地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行走鹤山乡村，很容易就
会偶遇古树，这些古树也成为
乡村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鹤山双合有一棵很大的
古树，我们五六个人‘熊抱’都
抱不过来。”来自佛山的游客到
鹤山双合旅游后，在朋友圈中
写下这样的话。

这棵古树指的便是位于合
成村委会永乐村的500年古樟
树，国家一级古树。距它不到
50米处，还有一棵稍显年轻的
古樟树，不过据估测，年龄也有
250年，属于国家三级古树。由
于该树是有上面那棵古樟树的
种子繁衍而来，故这两棵樟树
合称“父子树”。

由于“父子树”的独特，自
双合发展乡村游以来，它们吸
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旅行
社在串联线路时也会把古樟树
纳入其中。

在共和镇大凹村委会东胜
村，还有一棵年龄更大的古樟
树，被列为一级古树，估测树龄
已有650年，是鹤山市现存树龄
最长的古树。只见它腰身粗
壮，枝繁叶茂，像撑起一把绿色
的巨伞。它的主干上还留有被
修剪的旧痕，如今也已另发新
枝。剩下的主干下截非常巨
型，需要七八个成年人才能合
抱起来。据共和镇大凹村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立村之初，这
株樟树就已经存在。

而在这株樟树附近，还有7
株同根旁生子系树，都已长成
枝繁叶茂的大树，分别散落在
离主干50米左右的半径范围
内，冠幅覆盖面积达1300平方
米。

在村内，还有一株位于关
帝庙后的古榕树。“古树名木不
仅是一个地方的绿色‘名片’，
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共和镇大
凹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除
了古树，这里还有建筑艺术价
值高的古庙宇关帝庙，希望能
串联成线发展乡村旅游，讲好
当地故事。

记者从共和镇获悉，当地
正计划依托大凹村的基础条件
和资源禀赋，深度挖掘农耕文
化，将农事活动与休闲旅游相
结合，发展近郊的亲子游。结
合来苏山水人家项目，以“千里
步道”作为串联，融合大凹关帝
庙、古樟树等景点，将特色资源
整合发挥，打造成城里人向往
的生态宜人的乡村休闲旅游目
的地，实现农业农村的高质量
发展。

下一步，鹤山市林业局计
划整合乡村内的古树名木资源
和特色文化资源，加强对绿美
古树乡村的宣传，结合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加快打造乡村旅
游品牌，推动鹤山生态建设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整合资源
打造乡村旅游品牌

大凹村关帝庙后有一棵古榕树大凹村关帝庙后有一棵古榕树。。

▲双合镇合成村委
会永乐村有一棵500年
的古樟树，是国家一级古
树，树干粗壮需要多人合
抱。 双合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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