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

行走基层
9-12 2017年8月23日 星期三

乡下头QQ：3068729919

责任编辑/王 珏

9乡村发现

乡下头，
带你寻找
有意思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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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古村城中古村 惊艳时光惊艳时光

11 段塘段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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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塘老街塘老街
历史街区蝶变休闲新地标历史街区蝶变休闲新地标

本报记者 王 珏 余建文
通讯员 唐培毅

“躺平、挥臂、扭腰，开始翻
滚！”上周末，在开元九龙湖度假
村内的艇酷水上运动中心，10 余
名中小学生在教练徐晟带领下进行

皮划艇翻滚训练。今年暑期，九龙
湖镇内的皮划艇基地和帆船基地迎
来众多省内外学员，他们学习和体
验新颖的水上运动项目，度过一个
不一样的假期生活。

开元艇酷水上运动中心推出以
皮艇球训练、美国 ACA 皮划艇考

证为主要内容的夏令营活动，受到
众多家长的追捧。今年 11 岁的男
孩孟弈成，通过为期 12 天的皮艇
球夏令营，不仅学会较高难度的皮
划艇徒手翻滚，还成为皮艇球青少
年第一梯队成员之一。“这项训
练，不仅能锻炼孩子的肌肉力量，
还能培养拼搏和果敢的性格。”孟
弈成的父亲说。

今年暑假，该基地的四期皮划
艇球培训班，训练了近百名省内外
的中小学生。徐晟说，基于九龙湖
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开元艇酷水
上运动中心致力于打造成为全国首
个皮艇球青少年培训基地。目前中
心开展皮艇球、休闲皮划艇 （海洋
舟）、桨板等多个项目的训练和培
训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这 儿 还 是
2017 皮艇球中国代表队选拔、集
训基地。

今年暑假，在九龙山庄湖畔的
万科帆船基地，600 多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学员来到万科九龙湖国际户
外营地参加夏令营。帆船、皮划
艇、桨板……最终通过考核的学员

还可以拿到为英国所认可的“一级
水手证”。

万科九龙湖国际户外营地三面
环山、一面朝湖，是开启帆船运动
的上佳之地。营地还重点引入国际
帆船赛事、青少年户外挑战赛等，
全方位打造九龙湖国际化户外运动
板块。今年 8 月中旬，营地举办

“扬帆吧，少年！——万科千人帆
艇 FAMILY 逐浪节”，新鲜的帆艇
运动引爆千人报名热潮，8场逐浪
之旅场场爆满。营地负责人于欢
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
多人前来体验帆船，提高国人对于
帆船运动的认知度、参与度。”眼
下，除了火爆的夏令营活动，营地
还吸引了一拨拨慕名前来的游客。
他们在教练的指导下驾驭帆船驰骋
湖面,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

水上运动项目的出现，与镇域
内的水果采摘、乡村休闲等旅游产
品有机串联和组合，使九龙湖旅游
产业链得以完善，旅游资源得到进
一步整合。“旅游+运动”模式营
造休闲新风尚，助力该镇全力争创

“2017 年宁波市乡村全域旅游示范
区”。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镇里
提升辖区内 100公里登山健身步道
建设，力争打造浙江省最美登山健
身步道。同时，依托四个湖泊资
源，先期在三圣殿水库引进“渔时
光”野钓基地项目，设置湿地岸钓
区、竞技钓区、亲子钓区与筏钓区
等多个功能区。在常态化举办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基础上，该镇还计划
引进铁人三项项目，构建多层次、
多样化的运动基地。届时，该镇将
更添休闲运动的风采，成为户外运
动爱好者的天堂。

想动的时候，可以去游步道登
高健身，也可以去感受水上运动的
乐趣；想静的时候，逛逛漫山幽谷
的田园山水，疲惫喧嚣都会静静消
散。该镇相关负责人说：“未来，
九龙湖将以御水龙都项目为中心，
以沿山路为中轴线，西北为休闲度
假旅游区，东南为休闲农业旅游区
的‘一心一轴两翼’规划，推进以

‘健康’产业为主导的运动休闲旅
游特色小镇建设。”

本报记者 余建文

■6600多株古树名木将
配“电子户口”

“根据省里的要求，几个月前，
我市各区县（市）进行新一轮古树名
木普查工作。现在外业调查已基本
结束，各地正忙着汇总、上传资料。”
市绿化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华明说。

据了解，我市古树名木普查每
10 年一次，最近一次是在 2012 年。
今年，根据省林业厅的要求，我市
再一次排摸古树名木“家底”，包
括数量、种类、分布状况、健康状
况、权属、责任单位、传说记载、
地理位置等情况，并建立更加准确
的档案。

根据 2012 年普查资料，宁波
全市有古树名木 6692 棵，其中古树
群105个，共2594棵；散生的有4088
棵。树种包括香樟、银杏、枫香等，有
上百种之多。从分布地域看，宁海
古树名木数量最多，有 2366 棵，
占了三分之一多，其次是奉化。另
外，全市 599 棵一级古树名木中，
宁海有352棵，奉化有62棵。

李华明说，最新的普查资料还
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整理好，但从野
外作业调查情况来看，全市古树名木
的数量与5年前相比变化不太大。

为了保护好古树名木，今年，省
林业厅新引入了一套古树名木信息
管理系统，用“智慧化”手段形成规
范化、动态化的监测系统。

李华明为记者现场做了演示。
登录系统后，随便点击查询某一个
乡镇，该区域内的古树名木在地图
上就会以树形小图标形式呈现。再
点击图标进去，每一株树所在的经
纬度、树种、树龄、种植土壤类型、养
护单位、生长状态等细节一一显示
出来，还配有照片。“像鄞州等部分
区县，已完成了普查资料的上传，系
统就会对每一棵古树名木配备一个

‘电子户口’。”李明华说，古树名木
实现大数据管理后，生长情况就看
得一清二楚，而且从市、县一直到
镇、村，农林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和基
层护林员等，能根据这电子地图准
确找到所管护的树木，对古树名木
的生长环境、生长情况、保护现状等
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定期更
新系统信息。

■科学精准养护，让古树
“颐养天年”

古树名木养护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工程。鄞州区最新的普查结果
显示，区内 752 棵古树名木，生长情
况良好的有 583 棵，生长衰弱的有
137棵，处于濒危状况的有 27棵，死
亡的有5棵。

区林业局相关同志直言，保护形
势严峻，不少古树名木面临着生存危
机，“我们实施‘一树一策’保护方案。
发现有问题、需要救助的树木后，邀
请专家会诊，经过反复论证，确认救
治方案，再组织有相关技术和经验
的单位或专业队伍来实施保护。”

林业部门的调查显示，虽然我
市古树名木的“家底”丰厚，但这些
散落在民间的“绿色化石”多数处于
自然生长状态，生存现状不容乐观。
李华明说，保护古树，最重要的是防
治虫害和修枝。古树名木树龄长、树
形大、生命力弱，雷暴、冰雪、旱涝等
恶劣天气都会对其造成伤害，再加
上白蚁、天牛等虫害侵入，很容易导

致死亡。此外，腐枝等若处理不及
时，也会导致树木折寿。

近年来，我市通过财政资金，对
古树名木实施保护。社会各界对此
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有点名气的
古树，稍有意外，令无数人“牵肠挂
肚”。几年前，位于宁海前童竹林村
五叉樟因年老体衰，树杈有松动脱
落迹象。林业部门专家使用多种办
法实施综合救治，让千年古樟重焕
生机。县林特总站何贤平工程师说，

最新普查发现，五叉樟目前长势还
不错，“我们考虑为古树再增加支撑
杆，帮其延寿。”

这次《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
法》明确，实行“一树一策”精准保
护。其中规定，古树按照级别分级保
护。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要上报省
里，树龄 300年以上不满 500年的二
级古树要上报市里，其他的古树由
县一级负责，名木则实行一级保护。

这几年，随着城乡建设发展，对

古树名木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造
桥修路等工程建设，遇到古树怎么
办？去年年底开工建设的奉化尚田
葛岙水库工程，在征迁建设区域
里，有 33 棵古树面临“搬家”的命
运。林业部门同志说，古树迁移，要
给它们安置一个合适的新家，还要
把古树养活，是个很复杂的过程，
需要制订“万无一失”的方案。此
外，在农村中，“人树争地”现象很
普遍。各地农林部门正在积极想办
法，探索职能部门和当地村民的协
同保护模式。

■发动社会力量，守护“绿
色名片”

目前，我市对古树名木及后备
资源建档立卡，纳入完善的绿色保
护体系中。古树名木同老百姓的生
活息息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民众自发投入“绿色化石”的保护
行动中。

宁海桑洲镇的夏家村有一片古

树林，眼下成了该镇乡村旅游的新
晋“网红”，前来游览的客人络绎
不绝。政府部门整治了古树林周边
环境，实行良好保护，并使之成为
青少年生态教育基地。古树林连同
花海、古道等，成为桑洲的一张旅
游“名片”，有力推动农家乐和民
宿的发展，帮助村民致富。

何贤平说，在宁海，很多村庄
至今保留着大树不能砍的村规民
约，保住了很多古树名木。现在，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这些绿色瑰
宝的价值越发得以凸显，有利于营
造全社会护绿爱林的好氛围。很多
单位、个人自发认养古树名木，已
成为一种风气。

鄞州区林业局林业科的俞爱民
告诉记者，东吴镇当地有所学校改
建，要建 3层高的校舍，村民担心
建房会影响边上一棵古银杏树的生
长。好在施工单位想在了村民的前
头，联系设计方重新修改了方案，
保证古树枝干触及范围内，不再续
建第三层。此事一时成为美谈。

李华明说，古树名木的保护，
活的时候要养护好，倘若死了，未
经批准，擅自移动也是不允许的。
日前出台的 《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
办法》，针对一些损害古树名木的
行为，做出具体处罚规定。比如，
擅自砍伐、采挖或者挖根、剥树皮
的，按 《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规
定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责。

即便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
事，也要当心：刻划、钉钉子、攀
树折枝、悬挂物品或者以古树名木
为支撑物，可处 200元以上 2000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
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据悉，在这次新一轮普查结束
之后，全市的每一棵古树名木均要
悬挂新的“身份牌”，上面注明树
名、树龄、保护等级等信息，并使
用特制的弹簧卡扣来悬挂，不会影
响古树生长。“小事不小，保护古
树名木，就要从点滴做起。”李华
明说。

被誉为“活化石”的古树名木，记录着时代变迁的印记，是城市文化历史的一张珍贵名片。
日前，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对古树名木保护做了比较详细的针对性规定，从10月1日起开始施

行。那么，宁波的古树名木“家底”和生长现状如何？新规出台，对保护这份“绿色记忆”有何作用？上周，记者采访了市林业
部门相关负责人。

？
古树名木保护“省规”新近出台——

呵护城市“绿色记忆”，该怎么做

水上运动迸发夏日激情

九龙湖旅游显山又

群山环抱的九龙湖镇分布着大小水库30多座，其中，九龙湖、郎家坪、小洞岙和三圣殿“四
湖连珠”，水域面积3平方公里。近年来，九龙湖镇做足“水”资源文章，积极引进大众化娱乐性
水上运动项目，建设辐射华东的青少年帆船、帆板、赛艇、皮划艇培训基地。山水之间有桃源，一
个集运动、休闲、旅游、度假于一体的新兴户外运动休闲基地正在形成。

游客体验皮划艇项目。（余建文 摄）

湖上扬帆。（于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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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童寺放生池边的古银杏树天童寺放生池边的古银杏树，，伞盖蔽日伞盖蔽日。。（（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林业工作人员察看山中散生古树生长状态。（李华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