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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城市发展

在淄博大手笔推进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和全域公园城市建设的
过程中，为加大古树名木资源保护力度，1月4日，《淄博市城市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众征求意
见；1月5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生长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古树是一个地方的独特记忆载体，亦是
乡愁的寄托，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中，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应该优先考
虑。两份文件结合淄博实际，将切实推进淄博保护城市古树名木资源
工作，提高保护管理水平，并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什么是古树名木？

《办法》第二条规定，古树是指树
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则是指
珍贵、稀有或者具有历史、文化、科学
研究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介
绍，淄博古树名木数量可观，全市古
树共计50种，分属25科42属。淄博截
至目前登记的古树名木共计2091株，
其中生长100年至299年的1524株，
300年至499年的414株，500年至999
年的136株，1000年以上的17株，都
是淄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何有效加强保护管理？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未避让古树、
古树名木保护经费短缺、养护人缺乏
技术培训、社会关注度较低等诸多问
题，严重制约着淄博古树保护管理工
作的开展。古树在城市中的生存空
间也逐渐被压缩。

既要满足城市建设需求，又要保
护好古树名木，这是摆在淄博城市建
设者面前的一个挑战。淄博将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保护”的原则，鼓励、
支持古树名木保护研究和科研成果
推广应用，强化古树名木保护措施，
进一步提高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水
平，加大古树名木保护宣传力度，不
断增强社会公众对古树名木的保护
意识，力争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100%。

细化严禁损害行为

《办法》中详细列出了严禁损害
城市古树名木的行为，包括砍伐或擅
自移植；刻画、钉钉、缠绕绳索、悬挂
重物、攀缘折枝或借用树木搭棚作架
等；在树冠外缘5米内新建或扩建建
筑物或构筑物、非通透性硬化地面、
挖坑取土、动用明火、堆放或倾倒有

毒有害物品；擅自移动或损毁古树名
木保护标志和保护设施以及其他危
害城市古树名木生长的行为。

工程规划建设中
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

《通知》中提出，淄博城乡建设项
目在前期规划时，要对古树名木进行
有效避让，为树冠和根系留足生存空
间，保障古树名木正常生长。建设工
程与保护古树名木发生冲突时，原则
上“工程让树”，非必要不得移树。确
需迁移且符合迁移条件的古树名木，
须经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审查同意，按
照有关规定，报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
批准。按照就近移植的原则对古树
名木进行迁移，加强古树名木迁移过
程中和迁移后养护、复壮等方面的技
术指导。迁移和后期复壮方案须经
主管部门、专家充分论证且通过后方
能报批。

“很多树在我们小时候就长在那
里，多少年过去了，它们见证了许多
家庭的悲欢离合和城市的发展跃迁，
应该保护它们，给它们营造更好的生
态环境。”市民张女士说。

西安隔离保护道路中央古皂荚
树，上海古树名木认建认养，江苏对
全省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进行建
档……建设生态型城市，建设美丽家
园，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古树名木
的保护管理是无法避开的一环。淄
博把保护古树名木作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压实压紧工作责
任，探索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历史文化传承的和谐关系，将持
续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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