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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树村风传佳话

凤翔区虢王村 ：

村民捐款救古树
本报记者 张琼

“这棵皂角树（见左图）有 300 多年

树龄，曾经遭遇过火烧，但这两年长势旺

盛，这多亏两年前大家对它的救护。”日

前，在凤翔区虢王镇虢王村一个村民带

领下，记者在虢王村看到一棵高约 20多

米的古皂角树。这棵树的四周被砖块垒

成的城垛保护，树旁立着一块石碑，碑文

讲述了这棵树背后的村庄文化。

虢王村人申震是当年救护皂角树的

发起人之一，申震说：“这棵树经过保护

后，一年比一年长得好。”2021 年春节，

常年在西安工作生活的申震回到家乡，

看到这棵老皂角树濒临死亡，树干空心，

树根裸露在外，且因遭遇过火烧，树身伤

痕累累，令人心疼。为此，申震、段同利等

人便开始商量救护古树。“2021年正月初

四那天，十余位村民聚到古皂角树下干

活。此事在村里传开后，扛着䦆头、铁锨

来干活的乡亲越来越多，最多一天有 50

多人参加义务劳动，大家砌砖、和水泥、

修城垛、埋树根，干得热火朝天。保护古

树需要砖、水泥等材料，村民们自主自愿

热情捐款，有人捐 100元，有人捐 200元

甚至 300 元，很快凑了 1万元左右将材

料买齐，并在树旁立起石碑。乡亲们利用

春节在家的闲暇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就

将古树保护起来。”讲起这段救树故事，

申震心里暖洋洋的。

为解决树干空心问题，申震、段同利

等人咨询了相关专家，在树干空心位置

填上土，达到防虫蛀、补充养分的目的。过

去，皂角树下是一片荒草丛，村民们把荒

草铲除，在树下修起了漂亮的城垛形围

挡。村民保护古树的行为，受到凤翔区林

政管理所的赞扬鼓励，也得到了周边群众

的称赞。

如今，这棵皂角树生机勃勃，且周边

景观变美了。申震谈到，当地人有爱护树

木的传统，而且这棵树和村庄文化有关

系，过去这一片被唤作槐林寺村，相传唐

时建有槐林寺，清末凤翔生员冯君曾依

据槐林寺的故事创作了秦腔剧本《火烧

槐林寺》，至今传唱，这棵皂角树就曾长

在槐林寺旁边。现在古建不存，地名也已

更改，但这棵皂角树依然是村庄的标志

之一。申震说：“每每回乡，看到这棵皂

角树，我就会想起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心

里涌起乡情暖意。”

陈仓区石家滩村 ：

以树为宝护绿荫
毛丽娜

“石家滩村有千年铁匠树（见右图）、
百年黄连木，还有石家五兄弟考上秀才

后为感谢乡亲而栽植的一棵古槐。目前，

全村树龄百年以上的树有 10余棵，它们

就是我们村爱绿护绿的见证。”3月 6日，

陈仓区拓石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欧世

雄说。 

石家滩村坐落于陈仓区西部山区的

拓石镇，村子依山傍水，一年四季景色宜

人。2018年，石家滩村与孟家塬村合并，

现名孟家塬村，石家滩作为自然村名仍被

当地人使用。3月6日，迎着和煦的微风，

笔者跟随欧世雄，来到村后的山坡上，见

到了2棵粗壮的古树，它们相对而立，高

30多米，冠径50多米，其中一棵铁匠树树

干要5人才能合抱住。树上已抽出了嫩绿

的枝叶，在山风中沙沙作响。树上的古树

名木保护牌信息显示，这两棵铁匠树的树

龄均为1008年。

“村民不仅对铁匠树爱护有加，就连

取名字都和它有关。”欧世雄说，村里有

100多名村民的名字与古树有关，名字中

含“铁”字的村民有40多名，如铁福、铁明、

铁宝等；名字中含“根”的村民有近40名，

如根成、根生、根长等；名字中含“树”的村

民有近20名，如树成、树贵、树才等；名字

中含“叶”的村民有10多名，如叶红、叶花、

叶青等。欧世雄说，从树上传承下来的不仅

是名字，也有宁折不弯的风骨和朴实勤俭

的品德。他说，铁匠树在市场上价值不菲，

但即使是过去年景不好时，也从没人打过

古树的主意。如今，村民富裕了，大家对古

树更加呵护。逢年过节时，村民都会在铁匠

树上挂灯笼，将古树好好装扮一番。 

石家滩村还曾有一棵古槐。相传，清

乾隆年间，村上石姓人家有五个亲兄弟，皆

考上秀才。这五兄弟为了感谢乡亲的培育

之恩，便集体出资，为村里打造了一套石磨

碾盘，打了一口水井，并在井边植下一棵槐

树。如今，这棵槐树已不在了，村民又新栽

植了一棵槐树，以此激励后辈读书成才。此

外，石家滩村还有一棵300多年树龄的黄

连树，每年都会有单位组织人员到黄连树

下开展主题党课，忆苦思甜感党恩。 

“保护古树是一项长久的工作。”在

欧世雄看来，这些古树陪伴了石家滩村

上千年，早就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保

护古树、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已渗透进村

民们的生活里。

凤县长坪村 ：

珍爱野生红豆杉
本报记者 张琼

“这棵野生红豆杉（见左图）长在

一片竹林里，有数百年‘岁数’喽，大家

都很爱护它。”凤县留凤关镇长坪村

70岁的陈天德说。长坪村地处崇山峻

岭间，是我市最南边的村子，位于两

省三县的交界处，一边挨着甘肃省陇

南市两当县龙王庙村，另一边接着陕

西省汉中市勉县八庙村。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气候条件为野生红豆杉提供

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茂盛的红豆杉与

村民相守相望，书写了一段爱护树木

的佳话。

这棵野生红豆杉生长在半山

腰上，树高十余米，两人环抱不住，

树干粗壮，长势茂盛，因长在竹林

中，红豆杉树冠和竹林交织成片。

红豆杉树上挂着牌子，显示其树龄

为 300 多年。红豆杉又名紫杉，为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是第四

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堪称

植物中的“活化石”，也被誉为“植

物大熊猫”。张天德曾当了 34 年的

村干部，对这棵红豆杉的印象深

刻，他说：“我猜这棵树不止 300

多岁，我小时候这棵红豆杉就差不

多这么大了，它生长速度慢，长势

不太明显。红豆杉结红色的小果

子，味道酸甜，带点涩味。”长坪村

村民不多，仅 200 多人，大家对村

里的野生红豆杉、清代老戏楼、塔

巴、栈道孔遗存等十分爱惜。

2015 年 4 月，有一辆外省牌照

的面包车在村上转悠，两个外地人

向一位村民打听这里是否有野生

红豆杉，这位村民担心对方盗伐红

豆杉，赶紧通知村里的巡查队。当

天，村上青壮年村民组成巡查队进

山巡查，保护这棵野生红豆杉，直

到这辆面包车驶离村庄。长坪村山

水秀美，站在山上俯视，山脚下有

蜿蜒流淌的河流，村民正在田地里

忙活，暖阳照过山坡，斑驳光影从

红豆杉的枝叶间投射而下，仿佛世

外桃源一般。2017 年，村里通了水

泥路，进村道路安全通畅，不少外

出打工的村民选择留在村里种猪

苓、养蜂。

抚摸着茁壮的野生红豆杉，陈

天德说：“我们长坪村人就生活在

山林里，爱护树木就是爱护我们的

家园嘛。”

太白县皂角湾村: 

众人合力护银杏
本报记者 罗琴

在太白县黄柏塬镇皂角湾村，

有一棵千年雌株古银杏树（见右
图），树的主干又合抱一棵雄性银

杏树，树枝牵绕，被当地人称为“合

欢树”“鸳鸯树”。这棵千年银杏树

矗立于此，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在

村民悉心保护下，古树生长旺盛，

并且陪伴着这里的村民，见证着岁

月的变迁。

3 月 7 日，记者联系到保护古

树的村民许华清，老人今年 64 岁，

世代居住在这棵古树旁。树的根

部距离他家的屋脚不到十米，到

了夏天，青绿浓密的银杏树叶就

像一把大伞覆盖在他家屋顶。许

华清说，听老一辈人讲，大约是宋

朝时，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遭受

灾害，部分灾民逃荒到这里，大家

为了表达对这一片风调雨顺之地

的喜爱，就在这里栽上了一棵象

征兴旺、昌盛的银杏树。如今，经

过千年的风雨，这棵树已经有 20

多米高、1.8 米粗。初夏时节树梢

完全展开后，树冠足有 20 多米，树

叶密密麻麻，树荫斑驳，如同撑开

的巨伞。“夏天坐在树下乘凉，那

感觉可太惬意了。”许华清边说，

边将水浇到古树根部。

近年来，当地人越来越重视

这棵古树的保护工作。镇上林业

站工作人员对千年古树定期开

展巡查，及时修复腐朽部位，还

和村上干部一起为古树修建了

围栏，挂上了保护牌。村党支部

书记李云安告诉记者，如今村民

们都能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保护

古树的行动中，培土、除草、浇

水，让古树不断焕发生机。不仅

如此，周边各地的村民及游客也

常常慕名而来，并将代表自己心

愿祝福的物件挂在树枝上，寄托

着各自对美好生活及姻缘的期

盼。

“千年银杏树在我们皂角湾村

不但见证了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开

仓放粮接济百姓的历史，也陪伴着

当地群众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建设家园，所以我们一定会更好地

保护好这棵树，让它继续茁壮成

长，见证我们村子美好的未来。”李

云安说。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在宝鸡许多村庄都有爱护树木的佳话，如眉县
横渠书院里的张载手植柏、凤翔区纸坊村的车向忱
手植槐等树木被精心呵护 ；亦有不少宝鸡村庄以树
名为村庄命名，如金台区大柳树村、岐山湾柏树村

等 ；也有一些乡亲取名字时，直接用“树”“叶”“根”
等字眼作为孩子的名字……植树节来临之际，我们
一起倾听宝鸡村庄里爱树护树的故事，感受爱护树
木、保护植被的良好村风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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