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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时节又逢春，桃李芬芳满目新。日前，珞璜镇矿山村
上百亩桃李花次第绽放，满山遍野，李白如雪，桃艳夭夭，红白
相间。游客到此既可赏花拍照、喝茶发呆，也可挖野葱摘野
菜，更能放眼远瞰珞璜工业园全景，看高铁穿梭，飞鸟归林，何
其惬意！

珞璜镇不仅是重庆著名的工业镇，同时也是著名的小水
果、富硒茶叶、大棚蔬菜生产基地。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耍事满
满。时下，珞璜镇和平社区、马宗社区的草莓园的草莓，同福村
的沃柑也已进入采摘旺季，游客除了赏桃李，也可以顺道到附
近的草莓园、沃柑园体验采摘乐趣。

到四月中下旬，珞璜镇同福村、马宗社区、真武村等地的乌
皮樱桃和顺江社区、同福村的桑葚相继成熟，让您饱尝到川渝
人春日的限量甘甜。此外，位于同福村的燕尾茶山也进入采茶
旺季，亲手采一抔富硒明前茶，也是不错的选择。

此后，长合社区的枇杷，小岚垭村、矿山村的葡萄，同福村、
矿山村的李子，同福村、顺江社区的柑橘次第成熟，几乎可以

“承包”您一年的时令水果。此
外，小岚垭的野生蘑菇、同福村
的鲜笋、树莓，还有漫山遍野的
野菜野花，也能给您带来无限童
年野趣。

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珞
璜镇邀您和亲朋好友走进珞璜，
共赏春光烂漫，记录下这份只属
于春天的美好记忆。

本组图文由记者袁孝椿、
苏盛宇，通讯员庞俊梅提供

春光里游珞璜，所到之处皆风景

静默不言历沧桑 生机勃勃再焕新
电影《哪吒2》中，无量仙翁将其

拐杖化作参天古木，用天元鼎将万物生
灵炼化为仙丹，看似是守护，实则是对
生命的掠夺，隐藏着毁灭的力量。而在
江津，古树名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
运，它们不仅是有生命的“活文物”

“活化石”，也是江津历史文脉的见证者
和守护者。

阳春三月，柏林镇东胜村白果湾绿
意盈盈。村口，一株硕大的银杏遮天蔽
日，苍老的树干遒劲有力，无声诉说着
1800 年的光阴故事。古树下摆放着石
桌石凳，村民常在此围坐休憩。古树旁
修有一座小庙，香火不断。

站在树下抬头仰望，这株银杏更显
雄浑粗壮，绿色的枝干向天空延伸。树
身上，一张写着树龄、树高、树围等信
息的“身份证”一目了然：树龄 1800
年，树高 20 米，树围 2.98 米，属于一
级保护古树，也是江津最老的古树。

“这棵银杏王看着我们一代代人长
大，我们把它当宝树、吉祥树。”抚着
银杏坚硬斑驳的树皮，东胜村村民陈爷
爷言语之中流露出对这棵古树的深厚感
情，“老一辈人交代过，我们要好好保
护它，一条枝丫也不能砍。”

古树枝繁叶茂的背后，是一代代人
接力护树的努力。如今，古树有了更坚
实的守护后盾。

3 月 15 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
形式明确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应遵守
的行为规范，填补了古树名木保护领域
国家层面的空白，为推进我国古树名木
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江津古树名木数量众多、历史悠
久、文化深厚，现存 100 年以上古树
25种678株，其中500年以上的一级古
树 5 株，300 至 499 年的二级古树 61
株，100 至 299 年的三级古树 612 株，
古树群5个。

为进一步摸清古树名木的“家
底”，掌握区域内古树名木资源现状，
区林业部门对古树名木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资源普查。他们充分运用无人机激光
雷达等设备，精准采集古树名木的资源
分布与生长状况，并按照“一树一档”
建立档案，实行挂牌“加码”保护，让
每株古树名木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为精细化保护与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普查过程中，林业工作人员发
现，有些古树因树龄过大生长变慢，有

些古树出现孔洞，存在腐烂干枯情况，
遇到暴雨、大风、冰雪等极端天气时易
发生断枝和树干倒伏。如何让长势不
良、濒危衰弱的古树名木真正实现“老
有所养”？

“树干基部存在白蚁危害，就开挖
翻土形成环状沟，再用喷液进行防治；
树体营养不良，就在树干挂设输液袋，
增强古树活力……”去年来，区林业部
门按照“一树一策”管护要求，为古树
量身定制“新生”方案，通过采取围栏
保护、支撑拉索、修建树池、拆除建
筑、堵洞修复、病虫害防治等措施，对
12 株濒危衰弱、病虫害严重、存在安
全隐患的古树进行了复壮保护。

古树静默不言，却是一本会呼吸
的“编年史”，将守护刻进年轮里。
随着一系列“抢救”措施跟进，一株
株濒危古树名木重新焕发出勃勃生
机。今年，我区将分批次对余下的古
树和古树群进行复壮保护，让这片苍
林绿海持续延绵，为这片土地留存下
最古朴的生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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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古树名木复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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