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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的宣传随处可见。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胡少华 肖茗兮

“这棵枫树有 160 多年历史了，之前
树根处因被雨水长时间冲刷，形成了两
米多深的空洞，树干多处呈现的朝天洞
导致病虫寄生繁衍，如若不及时进行保
护，存活时间将大打折扣。”11 月 29 日，
市林业局驻洞口县花古街道正龙村工
作队的营林高级技师唐辉正在端详位
于塘家组的一棵古枫树。树叶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发出沙沙响声，似乎在诉说
着这个村庄古老的故事。

“这棵古枫树如同镇村之宝，给我
们带来福音，以前这里出了好多能人
哩！”村民小组长林目文感慨道，“驻村
工作队严格按古树保护及复壮技术规
程制定预案，进行土壤改良、有害生物
防治等，同时指导修建了挡土墙和护
坡，在树下铺装了生态草地透水砖，安
装了休闲椅和不锈钢护栏，村民们在树
下纳凉也更方便了。老树焕发了新枝，
相信我们村以后定会人才辈出！”

正龙村位于雪峰山下、平溪江边，
水源丰富、土壤肥沃，森林覆盖率 75%
以上。2023 年，市林业局派出驻村工作
队进驻该村，在对全村的林木资源进
行勘察后，发现村内有多处古树，树种
包括红枫树、银杏树、青冈栎等，然而
这些古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长势堪忧。

“古树保护刻不容缓！”在掌握具体
情况后，驻村工作队根据市林业局“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方案，制定
了正龙村古树名木“一树一策一品”保
护方案，经报市局同意，于 2024 年春开
始实施。通过近一年时间的抢救保护，
正龙村的古树得到了有效复壮。同时依
托古树，指导村里建设了多处乡村小游
园，大大提高了村民的居住环境和幸福
指数。

正龙村孝知组位于 248 省道边，相
传早在宋朝时，这里就是湘黔古道，往
来客商川流不息。当时从这里考取出去

的两位举人在外为官，其父母老年病
重，他们克服困难在家陪伴尽孝养老送
终，引得过往行人慕名而来探望，如今
的“孝知组”也由此得名。驻村工作队充
分挖掘这一历史故事，在位于孝知组的
古树边修建孝知亭，并撰文宣传，弘扬
孝文化，传播正能量。

孝知亭的修建，给周边村民提供了
一个载歌载舞的文化场所。老百姓在呼
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给这棵古树增添
了不少人间温情，这里俨然成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示范地。老村长林目前高
兴地说：“驻村工作队修建乡村公园，为
群众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农村居然能过
上了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每天忙完农
活后，大家到亭子里聚聚，聊聊天，家庭
和睦了，邻里矛盾也少了。”

走进正龙村中上组，一棵苍劲挺拔
的古银杏映入眼帘，村民说这是村里的

“保护神”，庇佑大家年年丰收、岁岁平
安。每年深秋，金黄的叶子随风飘落，仿
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毯”。行人驻足
树下，既可欣赏让人迷醉的秋色，也可
感受跨越时空的宁静。古银杏旁边有一
处黄龙古寺，红墙青瓦，晨钟暮鼓，不仅
是修行者静心悟道的祈福之地，也是人
们精神追求的栖息之所。

“古银杏以其坚韧的生命力，为古
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古寺以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宁静，赋予古树更多的精神内
涵。古树和古寺，恰似两位耄耋长者，让
人们珍惜当下、敬畏生命、敬畏自然，要
从古树、古寺中汲取力量与智慧，要在
纷扰的红尘中坚守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要在浮躁的名利场中保持坚定的信仰
与初心。”行走在宁静的村中小道，唐辉
有了不少新感悟。

正 龙 村 古 树“ 复 活 ”记

正龙村一派绿意盎然、生机蓬勃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