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划定古树名木保护对象
●明确古树名木保护责任
●制定完善保护措施
●设置法律责任

辉县市南寨镇
凤凰山村古油松 ▶

本报讯 古树名木承载着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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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市内

现有古树名木1125株，包括散生485株
和10个古树群640株。

古树是活化石，亦是灵性所在。遍
布新乡的古树名木有着优良的林木基
因，历经千百年风雨，适应了气候变化，

长势旺盛，生态价值、经济价值、观赏价
值兼具，是大自然给予的无价瑰宝。白
云寺千年古银杏拔地参天，夏日翠绿满
树、树荫如盖，树叶被做成银杏茶；秋日
满树金黄、硕果累累，白果既是药材又

是食材；慕名而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
绝。

古树名木是历史的见证，其蕴藏的
价值早已超越其作为树本身的价值，承
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成为了新
乡这座城市的记忆。卫辉市比干庙内
的古柏群古树参天，是“亘古忠臣”比干
的精神写照，是林氏宗亲寻根问祖的见
证。封丘县陈桥驿的系马槐，见证过宋
太祖“黄袍加身”、开创宋朝基业的壮
举。位于百泉湖畔的古柏群，见证过魏
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古风，见证过宋代
大文豪苏轼的风采，见证过清朝乾隆皇
帝游幸时的排场。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古树名
木给人类提供了揭开大自然奥秘的钥
匙。卫辉市罗圈村的古银杏，树高 24
米左右，冠幅平均24.5米，单株占地近1
亩，由于根系巨大、枝繁叶茂，独得甘
露，生长旺盛，自身就形成了一个小生
态系统。辉县市闻名遐迩的“槐抱榆”，
两个树种的树干合生，又各自枝繁叶
茂，既有“怀抱鱼”的吉祥寓意，又形成
难得的生态奇观。

保护一株古树，就是维护一个优
良稳定的生态环境、存续一部自然与
社会发展的史书、贮藏一份优良的种
质遗传资源、保存一件珍贵古老的历
史文物。市区城里十字南的古槐树，
曾经是一个学堂里伴随孩子读书的伙
伴，时过境迁，当修建劳动街时其正在
路中央，为了保留城市的生态记忆，施
工单位修改了道路的施工方案，留下
了“为树让路”的美谈，成为新乡人民
保护古树名木的见证。

古树名木是绿水青山的一部分，是
古老乡愁的具象载体。保护古树名木，
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就是保护人
类的精神家园。

（张吉 文/图）

我市古树名木保护有了地方法规

穿越时空的“绿色使者”

◀辉县市百泉镇金河
小屯村古槐树

古树名木保护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内容。2024年 8月
30日，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乡市古树名木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9 月 28 日，
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全票批准。10 月 10 日，市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发布第 9 号公告，公布了《条
例》全文。10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条例》发
挥地方性法规探索功能，以“小、快、灵”
形式，对古树名木保护急需规范的管理
体系、普查认定、保护要求、养护责任、
巡查检查、保护措施等事项作出规定。

一、划定古树名木保护对象

何为古树名木？《条例》规定，古树
指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
稀有、珍贵树木，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观赏与科研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
的树木。古树名木实行分级保护，名木
和树龄五百年以上的古树实行一级保
护；树龄三百年以上不满五百年的古树
实行二级保护；树龄一百年以上不满三
百年的古树实行三级保护。按照普查
材料，新乡市现存古树 1124株，古树群

10处，其中一级古树372株，二级古树74
株，三级古树 678 株；名木 1 株，为 1989
年4月7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
到新乡县刘庄村亲手栽植的雪松。

同时，为了可持续性延续古树资源，
《条例》结合城乡差异和山区林场抚育改
造实际，明确城市化管理区域内树龄五
十年以上不满一百年的树木、城市化管
理区域外树龄八十年以上不满一百年的
树木为古树后备资源，加强保护。

二、明确古树名木保护责任

为建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体系，推
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条例》规定，市、县两级政
府建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机制，协调解
决重大问题，乡（镇）、街道协助做好具
体保护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引导村
（居）民加强保护。此外，《条例》明确林
业、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城市化
管理区域外、城市化管理区域内古树名
木的保护管理，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左
右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首 先 要“ 摸 清 家
底”，制定“花名册”。《条例》要求古树
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每五年至少组织一
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建立图文档案
和电子信息数据库，在普查间隔期间，
加强补充调查和日常监测，实行动态
管理；同时，鼓励单位和个人报告古树
名木资源信息。

古树名木的健康生长离不开精心
的日常养护和及时的专业养护。《条例》
规定，古树名木日常养护责任人的确

定，签订养护协议，明确养护责任，养护
责任人不明或者存在争议的，由古树名
木主管部门指定。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实施专业养护，
无偿提供养护知识培训和技术服务，接
到古树名木损毁或者生长异常报告后，
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采取抢救、复壮
等措施。为拓宽保护渠道，《条例》还鼓
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资、认养等形式参
与古树名木保护，并享有一定期限的署
名权。

三、制定完善保护措施

为了使古树名木保护措施更具有
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条例》明确
了相关规定。一是划定保护范围。《条
例》规定，散生古树名木保护范围不小于
树冠垂直投影外五米，古树群保护范围
不小于林沿向外五米，由于历史原因造
成保护范围不足的，根据实际情况划
定。二是实行工程避让。《条例》提出，应
当避让古树名木，以保障其安全和生长
空间。因重点项目建设无法避让又确需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施工的，建设单
位应当根据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的保
护要求，制订保护方案，并按照保护方案
施工，承担相应的费用和责任。因重点
项目建设无法避让且无法对古树名木进
行有效保护、确需迁移古树名木的，建设
单位应当制订迁移方案，经县（市、区）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审查，由市古树名木主
管部门按照规定报有审批权限的人民政
府批准。同时，建设单位应当委托专业
绿化养护单位按照迁移方案进行古树

名木的迁移和迁移后五年内的养护，并
承担费用。三是明确八类禁止行为。

《条例》明确损害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
境的禁止性行为：砍伐；截除树木主
干、断根、剥损树皮；攀爬、折枝、刻划、
钉钉、擅自修剪枝干；悬挂重物、缠绕
树体、架设电线，使用树木作为支撑物
或者固定物；影响树木生长的地面硬
化、固化；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修建
建（构）筑物、敷设管线、挖坑取土、采
石取砂；擅自移动或者损毁保护标牌、
保护设施等。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确需迁移的，应
当制订迁移方案，报请审查批准。四
是明确了古树名木受到损毁、生长异
常、死亡等状况的处置措施、流程。

四、规定法律责任

为了彰显地方法规的严肃性，确保
《条例》的强制性和警示、教育、惩戒作
用发挥，一是根据违法行为性质和情节
轻重，按照非必要不设罚的原则，规定
砍伐古树后备资源、损害古树名木及其
生长环境、未制订保护方案或者未按照
保护方案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施工、
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等行为的法律责
任。考虑古树名木稀缺性、承载意义及
与《新乡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协调，《条
例》规定，砍伐、擅自移植古树名木及造
成古树名木死亡的，处每株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二是规定古树名
木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法律
责任。 （新乡市林业局）

为 切 实 做
好 秸 秆 禁 烧 工
作，辉县市峪河
镇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多措并
举，在秸秆禁烧
工 作 中 持 续 发
力 ，紧 紧 围 绕

“防控严密、疏
堵结合、双管齐
下、自上而下”
工作重点，让该
镇 秸 秆 禁 烧 工
作走深走实。

不误农时，守好秸秆离田的“面
子”。峪河镇上下切实树牢属地职责，
突出前瞻性，紧锣密鼓地抢抓窗口期对

辖区内离田面积细化落实到地块，统筹
机械、人员等要素，以高标准秸秆打包
离田为目标，齐心协力，日夜兼程，确保

在秋种前收割、打捆、清理转运等各个
环节衔接到位，扎实提升秸秆综合利用
能力和水平。 （刘先明）

辉县市峪河镇

服务“三秋”工作多 秸秆禁烧当先行
强化领导，提起秸秆禁烧的“领

子”。峪河镇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秋
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了全
面部署，坚守“零火点”的目标和底线，

成立“三秋”生产、秸秆禁烧联合督查
组，督查组由镇党政办、纪委、农办、管
理区相关人员组成，分别对“三秋”生
产、秸秆禁烧工作网格化落实情况进行

督查，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查处、纠正；以
坚定决心、紧盯目标，提前谋划、狠抓落
实的工作态势，确保做到“不燃一把火、
不冒一处烟”。

“人防＋技防”，拉好秸秆禁烧的
“链子”。峪河镇充分利用“人防、技防”
并重，结合“空中摄像头、地上巡查队”

的方式，使“蓝天卫士”成为秸秆禁烧工
作的“千里眼”，提高秸秆禁烧的监管效
率，有效解决人工巡查视野受限、监管

不全面的问题，使秸秆禁烧管控工作得
到较大水平提升，全面筑牢秸秆禁烧

“防火墙”。

广泛宣传，打开秸秆禁烧的“场
子”。峪河镇组织镇村干部、党员志愿
者等多方力量参与禁烧巡查和督导工
作，组建分工明确的禁烧工作队伍，通

过出动宣传车辆、悬挂宣传条幅、喇叭
全天候播放禁烧宣传录音、微信推送
信息、干部在田间值守宣传等多方渠
道，扩大秸秆禁烧宣传覆盖面，形成多

角度、多形式、全方位、广覆盖的高压
态势，使禁烧理念入脑入心，在全镇营
造出“不能烧、不敢烧、不想烧”的浓厚
氛围。

疏堵结合，托起秸秆禁烧的“底
子”。该镇一是在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护航“三秋”生产的同时，与“党
员义务劳动周”相结合，重点对全镇大
街小巷、房前屋后、道路两侧、沟渠河
塘、田间地头等位置的秸秆和垃圾进行

全方位清理，确保镇、村环境不走样、卫
生管护不变样。二是实行秸秆禁烧网
格化监管责任制，对所有地块按区域划
分监管网格，分区域确定网格员为监管
责任人，坚持精准施策，全面摸清耕地
情况，分析研判禁烧形势，及时调整工

作部署，实现所有地块“秆光地净”，消
除了焚烧隐患。三是秸秆禁烧督查组
昼夜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天候、全覆
盖、多层次、高频率的巡查，按照“有烟
必查、有火必罚、有灰必究”的原则，切
实做到严防死守、盯紧看牢。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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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三秋”时节，为切实做
好秸秆禁烧工作，消除田间火灾隐
患，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卫滨区
平原镇多措并举，把“三秋”和秸秆禁
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全
力抓好禁烧工作。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及时安排部
署。该镇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村
是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驻村干部负
总责，村党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
副科级领导、包村干部不定时深入到
所包的片区、村进行督察，把监管责
任落实到人、到地块，将禁烧工作作
为当前中心工作，全面管控、全时段
管控。

二是加大巡查力度，严格措施落
实。该镇着力加强对重点部位、时间
节点的巡查巡防，不放过任何一处焚
烧隐患；科学设置禁烧卡点，禁烧卡
点配备洒水车、灭火器、铁锨、扫帚、
水桶等器材；加强人员值班值守，各
村落实好应急人员配备，组成禁烧工
作小组、应急小组，安排禁烧员、防火
员全天在岗，镇、村干部下沉到田间
地头，不间断开展巡逻巡查，紧紧围
绕火情频发地、田间重点地段及其边
缘地带进行网格化巡查，第一时间有
效处置，把火情消灭在萌芽阶段，确
保全镇“不着一处火，不冒一股烟”。
同时，该镇坚持“人防+技防”，充分发
挥“蓝天卫士”监测预警作用，落实

“蓝天卫士”监控平台 24 小时值班值
守，实行全天候、全方位巡查，确保第
一时间传递信息，第一时间果断处
置，及时扑灭火源并反馈处置结果。

三是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全
面清除隐患。该镇积极引导农户秸
秆还田，消除秸秆焚烧隐患，并充分
利用各村保洁员队伍，对进村道路、
田间地头等留存的秸秆、杂草进行清
理，全面、及时清除火点隐患，为打赢

“秸秆禁烧战”奠定坚实基础。
四是广泛宣传发动，营造禁烧氛

围。该镇禁烧战场在田间地头，禁烧
主体是广大群众，做到通告发放到
户、保证书签订到户，采取贴标语拉
横幅、利用广播、微信群、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广泛宣传焚烧
秸秆及垃圾、杂草等农村可燃物的危
害，营造良好的秸秆禁烧氛围，让更
多群众自愿秸秆还田，让想点火者不
敢去点。

五是推进综合利用，强化源头治
理。该镇确保秸秆尽早还地离田，利
用秸秆机械还田、饲料化加工方式，不
断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并着力做好废弃秸秆的收储清运，强
化源头疏导，化害为利，推进镇、村环
境整治；还合理调度机具，集中时间、
集中力量，做到一台机具收获一片、还
田一片，切断大面积、集中焚烧的火
源，保证禁烧的效果。 （刘立杰）

卫滨区平原镇

坚持疏堵结合
扎实推进秸秆禁烧工作

近日，省林业局组织安阳、鹤壁、焦作、新乡、济源示范区5个省辖市和相
关重点县、市林业主管部门的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在辉县市南寨镇召开豫北
森林防火工作交流座谈会。辉县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辉县市南寨镇政府作
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级林业部门要聚焦“火源管控力度不够，人民防线
筑得不牢”这两个普遍性突出问题，全面打通森林防火工作“最后一公里”，确
保新一轮森林防火紧要期森林生态安全。 王茳 摄

号准森防“脉搏”严防森林“上火”

本报讯 今年以来，延津县残联
多措并举，积极开展残疾人实用技
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截至 9
月底，已完成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
技术培训 29 人，完成率 100%；残疾
人职业技能计划培训 258 人，完成
262人，完成率 101%。

推广实用技术。在农村困难残疾
人实用技术培训方面，该县结合农村
困难残疾人自身实际，授课教师利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小麦、花生、玉米、
红薯等农作物科学种植和果树栽培、
嫁接、修剪等相关技术要求方面进行
详细讲解。同时，培训教师还和学员
进行了相互交流，针对播种、施肥、病
虫害防治、土地改良、种植、嫁接、修剪
技术等常见问题耐心地解答，让学员
弄得懂听明白，能运用于实际，切实掌

握一到两项农村实用技术。
职业技能定制。在职业技能培

训项目选择上，该县按照残疾人意愿
和就业需求“量身定制”，特邀专业老
师为残疾人学员进行手工编织、电商
创业、仿真花制作等项目的辅导，如
仿真花制作培训，授课教师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从原材料的特点、制作技
巧、颜色搭配、造型美化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辅导。学员认真聆听，积极互
动，围坐在一起把手中的材料做出了
自己的作品。培训课堂气氛活跃，笑
声不断。

此次扎实有效的培训，使该县受
训残疾人掌握了一技之长，增强了

“自我造血”功能，促进了残疾人及家
庭的收入，体现了残疾人自我价值。

（李建彬）

延津县残联

多举措狠抓残疾人培训

本报讯 近日，延津县文化路小
学开展“九九情浓、爱满重阳”敬老美
德教育活动，让学生从小领悟重阳文
化，弘扬敬老美德。

升国旗唱国歌之后，该校学生代
表王艺等分别讲述了给长辈捶背洗
脚、端饭倒茶、推轮椅和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家务劳动等故事。同学们用自己
的方式传递孝老美德，表达了自己肩
负起传承重阳文化的责任，带动更多
的人一起加入到敬老爱老的行列。青
年教师代表海晨倡导同学们从自己做

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在家中尊敬长
辈，关心老人，在社会上对老人要有礼
貌，主动帮助，积极参与学校或社区组
织的敬老活动，从小养成敬老爱老助
老的良好习惯，让孝心陪伴大家一起
长大。

校长秦冰期望同学们能从重阳
节的敬老内涵中汲取力量，传承传统
敬老美德，让向善的种子在文化路小
学全体师生心中生根发芽，开出绚烂
的敬老美德之花。

（张朝霞）

延津县文化路小学

开展重阳节敬老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