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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长兴县是久负盛名的世界“古银杏之乡”。在长兴县

小浦镇八都岕，有一条绵延12千米的古银杏长廊，这里生

长着3448株古银杏树，其中树龄最大的已达1500年。银

杏果，曾是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近年来，由

于果贱伤农，古银杏树的保护也遇到难题，过度硬化地面、

堆放杂物、悬挂网线等损伤树体行为，使古银杏树生长的

外部环境受到压迫。如何让千年古树重新焕发青春，让古

银杏得以“深呼吸”？

8月10日，小浦镇古银杏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听证会

暨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现场会，在长兴县行政会议中心召

开。会议由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主持，省

政协副主席马光明出席并讲话。一场古银杏群落的公益

保护行动，正在进行中。

古银杏群保护遇难题

八都岕古银杏长廊，涉及当地小浦、方一、方岩、潘礼

南、大岕口5个村。3448株古银杏树中，在村民房前屋后

的超过三分之二。抬头可见银杏树，家家户户与古银杏为

邻，银杏，成了这里最美的风景。

以前，村民们承包银杏树，卖银杏果，一枚枚白果助村

民增收致富。后来，白果价格下降，而乡村旅游兴起，八都

岕的古银杏长廊每年都吸引来数以万计的游客，昔日的民

房纷纷建起民宿、农家菜馆，古银杏的生长空间逐渐被挤

占，树干周边地面铺上了水泥、堆起杂物，还有树干悬挂网

线等情况，越来越多。

大面积的水泥硬化导致土壤失去透水性、透气性，部

分古银杏树根系吸水、透气困难，加之病虫害、土壤肥力不

足等问题，出现衰退症状，甚至濒临死亡。

今年年初，省政协第408号提案关注八都岕古银杏

树，提出《关于加强对古银杏等古树名木依法保护的建

议》，并被确定为省政协重点提案，明确由省检察院主办。

省检察院依托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衔

接转化工作机制，采取检察公益诉讼的形式，与湖州市检

察院、长兴县检察院实行三级检察院上下联动、一体化办

理，推动古银杏公益保护。

经过调查，长兴县境内的古银杏树中，有一级古树20

株（树龄 500-1000 年 15 株、1000 年以上 5 株）、二级古树

132株、三级古树3296株；因非通透性硬化、周边堆放杂

物等导致生存环境压迫的古树有846株，长势衰弱、濒危

的有183株。

多方联动保护“活化石”

古树不仅是林木资源中的瑰宝，还承载着传统文化、

记载着历史变迁，是“活文物”“活化石”。八都岕生长着的

3000多株古银杏树，千百年来已经与这里的山、水、人、物

融为一体。如何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和乡村振兴、林业共同

富裕的结合文章？

今年四五月间，省检察院办案组先后两次走访调研小

浦镇，了解、梳理古银杏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之后，省检察院与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林业局等会办单位召开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推进

会暨行政公益诉讼办案磋商会，进一步厘清履职清单，督促

整治损害古银杏违法行为，抢救濒危古树，推动落实古银杏

树的“全覆盖”养护，构建古银杏群落的长效保护机制，并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公益诉讼专项办案活动。

8月10日，长兴县小浦镇的八都岕十里古银杏长廊，又一

次迎来了来自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三级检察院的公益诉讼

检察官，省政协、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

业局等部门相关领导，长兴县、小浦镇的相关人员也来到现场。

时值连续的高温酷暑，但走进八都岕内的小浦镇方岩

村，一棵棵参天的古银杏树立刻给人们带来了清凉。经历了

公益诉讼检察官和相关部门近半年来的合力保护，古树周围

硬邦邦的水泥路面不见了，重新露出了泥土；古树的树干全

都穿上了防虫“白裙”，曾经捆绑着树干的网线、树干周围的

杂物也清理干净，古银杏树终于摆脱了束缚，自由生长。

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

损害古银杏违法行为的整治情况如何，相关养护措施

是否落实，怎样构建长效保护机制？现场走访古银杏保护

现状后，大家来到长兴县行政

会议中心，进一步了解古银杏

保护现状，共同为古银杏保护

出谋划策。

“古银杏树对应的养护员

落实情况如何？”“政府对古银

杏树的保护宣传、养护员的培

训、技术支持落实得怎么样？”

现场，听证员们纷纷提问，并就

进一步完善古银杏树的损害修

复机制、司法保护等发表意见。

“开展‘银杏深呼吸’专

项行动，一树一策开展地面

硬化破除、杂物清理、透气铺

装……”

“制定全年《古银杏树养护方案》，系统性开展树干涂

白、喷洒石硫合剂、修剪枯死病树枝、松土施肥、疏果、

病虫害防治、挂营养液等养护措施，实现古银杏养护

“全覆盖……”

“开展《八都岕古银杏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实现数字

化建档；通过技术攻关、试验对照，解决古银杏生长衰退、

提前落叶等问题……”

当地和相关部门不仅介绍了八都岕古银杏保护相关

工作开展情况，还表示，我省省级层面不仅保障财政支持

力度，推动古树名木保护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省域空间

治理数字化平台2.0中已归集了全省古树名木资源数据，

强化规划管控，完善古树名木保护社会治理新机制等，保

护好这份珍贵的遗产。

“‘十里古银杏长廊’是大自然留给长兴的宝贵财富，

要做好这个全国、全省最大的古银杏群落的保护工作，小

浦镇提出的申报古银杏群文化公园建设试点、林业共同富

裕综合体等项目的思路，紧紧抓住‘共同富裕’这一发展主

旨，将古树名木的生态、文化、旅游功能有机融合，很有意

义。”听了八都岕古银杏保护的做法和下一步计划后，贾宇

表示，加强八都岕古银杏保护，不仅要及时查处损害古树

名木的违法行为，还要压实古树名木的保护责任，构建长

效保护机制。对八都岕古银杏的保护，凝聚了政协民主监

督和检察法律监督的合力，是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相信本案一定会成为古树名木

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又一件典型案例。”

新华社 周慧敏 王军锋

“你是第一位，请把这个采集管拿好……”9日上午，

在位于海南三亚的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草坪连廊，来自

湖南的游客赖宇铭身着防护服，与其他几名志愿者一起，

为酒店游客提供采集核酸信息服务。

近日，三亚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由于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约2.5万名游客滞留在当地的酒店，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

住院医师赖宇铭便是其中一员。前不久，他与两位同事一起，

刚刚在医院结束了为期三年的培训，选择来三亚“毕业旅行”。

疫情暴发后，赖宇铭一行三人本打算6日返程，由于

当天航班取消，滞留在三亚。

“既然已留在这里，为何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呢？”赖

宇铭一行三人商量，决定发挥所长，报名参加志愿者服

务。“当地有关部门和酒店给予了我们很多关照，我们也希

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帮助三亚抗疫。”赖宇铭说。

“即使没来三亚度假，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也会积极报

名参加医疗队支援海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住院医师刘美芳

说，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愿意继续留下来。

为支援三亚抗疫，一些像赖宇铭、刘美芳这样的滞留

游客主动报名参加志愿服务，成为抗疫中的暖心力量。

在三亚天涯区一间医疗物资仓库内，来自浙江温州的游

客陈义穿着蓝马甲，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忙着搬运医疗物资。

“我们是换班的，有早上来的，有中午来的，也有下午

来的，有关部门、酒店、医院等单位会派车来这里运送医疗

物资，我们主要负责搬运。”陈义告诉记者。

陈义在温州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从2008年第一次

来三亚就爱上了这里，后来在三亚买了房子，每年会来度

假几次。一家三口本打算返程，但因为疫情，返程计划受

到了影响。

前几天，陈义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志愿者招募

信息，跟妻子商量后，决定过来帮忙。

来自武汉的周世勋今年19岁，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暑假期间，他来三亚看望爷爷奶奶，本打算8月初返回武

汉，疫情发生后居住在被管控的小区里。在社区微信群的

一条志愿者招募信息中，周世勋发现司机、话务员、信息采

集员等岗位人手比较缺乏，就主动报了名。

作为核酸信息采集员，周世勋将条形码贴到试管上，

对小区居民的健康码进行采集。

“这个动作虽然简单，但一直要重复，还是非常累。每

天脱掉防护服后，都要甩一甩胳膊，松一松肩膀。”他说，

“辛苦是真的，但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感觉很充实。”

周世勋告诉记者，家人非常支持他做志愿者。“奶奶每天

会早起，专门给我准备早餐。”周世勋说，他们在工作期间会

严格遵守个人防护规范，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让家人放心。

9日下午，首批125名滞留三亚的游客已搭乘飞机前

往西安。按照《关于滞留海南旅客离岛返程有关事宜的公

告》，三亚已成立游客返程服务专班，对符合防疫条件的滞

留游客，有序安排返程。

“三亚这座城市很美，现在它有困难了，希望它早点好

起来。”陈义说。

抗疫中的暖心力量
走近参与志愿服务的三亚滞留游客

政协民主监督和检察法律监督共同出手

“古银杏之乡”的千年古树得以“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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