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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文 程兆/图

按照《安徽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规

定，每5年确定一批树龄接近100年的树木

作为古树后备资源，参照三级古树的保护

措施实行保护。

记者昨日在逍遥津公园内倒是看到了

不少标有“古树后备资源”的牌子，遗憾的

是，牌子上的树名、拉丁名、科属、树龄、编

号内容都非常简单，甚至许多树木都没有

树龄和编号。

在张辽墓附近的一棵榔榆树上，标注

着：“古树后续资源”，但未标明树龄。

游客张女士带着女儿正在公园游玩，

她对记者说：“刚才女儿看到几棵古树的标

牌上，写着树龄‘100年以上’，就提出问

题，难道这些树都是同一年栽种的吗？我

无法回答孩子这个问题。”

眼下，合肥林业和园林局正在对合肥

的古树名木进行核查，以完善合肥古树名

木的数据库。其实早在几年前，有关部门

就对合肥的古树名木进行了普查，数字统

计出来了，可该怎样保护古树名木呢？一

棵棵死去的古树，难道就一句“自然死亡”

结束了事吗？不要等到合肥古树名木的数

据库完成了，那些古树都生命垂危了。

星报讯（星级记者 徐涛 文/图） 2011

年，合肥市界首路改造完成并通车放行。在

享受便利同时，更让周边居民感到欣慰的

是，为了保护原地上的四棵古树，规划设计

部门还特地在新建道路中央设置隔离岛。

然而，昔日为古树让路的绿化带虽然还在，

却早已不见了那些参天大树们的身影。

“这条路是去年年初才修建好的新路，

当时还有段佳话。”昨日上午，合肥市庐阳

区“幸福家园”的居民陆大爷指着道路中央

的一段绿化带向记者介绍说，这条路并不

宽，而路中央的隔离岛也只有这几百米，并

不是整条路都有。之所以这样修建的原

因，就是考虑到原本就生长在这里的四棵

古树。

陆大爷还告诉记者，他从小就生活在

这里，儿时就经常在这些大树底下玩耍，

“曾经的这些古树枝繁叶茂，没想到现在却

已经不复存在。”陆大爷无限伤感地说。

界首路一位干洗店店主告诉记者，自

己是眼看着四棵大杨树逐渐枯萎直到死

亡。“经历了好几个月这些树才死的，期间

我们也打电话反映过，可惜几个部门都说

不是自己管的。”

“直到媒体报道之后，合肥市园林局才

派人来，说是实施补救处理措施，可结果还

是这样！”这位店主还告诉记者，直到去年

年底的时候，这些古树才彻底死亡。

“为什么在修路设计的时候不能考虑

到古树，就算施工不专业，那么为什么园林

部门就不能介入？为什么这些树病了这么

长时间，就没有人来关心？难道这些树就

没有可能活到几百上千岁？”直至记者离开

时，陆大爷依然想不通这些问题。

17岁的固镇女孩王璐，从8岁起就挑

起了照顾瘫痪母亲的重担。 高中三年

“背着母亲上学”的经历，感动着周围每一

个人。2011年，获评孝老爱亲类“中国好

人”。今年高考王璐被安徽农业大学录

取。在蚌埠、合肥两地爱心车队和社会爱

心人士的接力下，8月26日，“中国好人”

王璐带着母亲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圆了她

的大学梦。

屡遭不幸，小女孩3年级“当家”

家住固镇县刘集镇的王璐，8岁时母

亲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且病情一年年

恶化。数年间，便发展到下肢瘫痪，只能卧

床养病。父亲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在外打

工时发生意外，从高处坠落，脊椎骨严重受

伤，植入三块钢板。不能再干重体力活了，

只能靠在外看工地赚取些微薄的收入。

刚上小学3年级的王璐，早早“当起

了家”。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卧床的母

亲。“我从那时起，学会了烧饭做菜，家务

活也样样能做了。”王璐说。

靠着亲戚、邻里的接济，王璐在生活

重压之下坚持求学之路，3年前考入固镇

二中。

虽然辛苦，但乐观从未改变

就读固镇二中，离家远了。母亲咋

办？王璐决定：“背着母亲上学。”王璐在

学校附近租下一间平房，把母亲接到小

屋，一边上学，一边照顾母亲。

学校———小屋，两点一线，王璐每

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早晨6点起床，给

母亲做饭，早读，上课。中午放学，做午

饭。下午上课，做晚饭，晚自习。夜里12

点后睡觉是常事。

也许是生活太苦了，王璐更善于在学

习中体会快乐。高三时，王璐每次考试基

本上都是第一。“乐观、开朗，乐于助人”是

老师、同学对王璐的一致评价。

合蚌两地爱心接力

今年高考成绩揭晓，王璐考了578分，

被安徽农业大学录取。26日，记者随着爱

心车队的的哥们赶到固镇二中对面王璐家

中，此时已有多位爱心人士等待为她送行。

26日8时40分许，前往合肥的车队出发，王

璐不住招手向邻居和送行的人告别。

送王璐去农大的车队抵达合宁高速

龙塘道口，安徽908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

合肥分队早已等待多时，并送上鲜花和慰

问金，随着两地爱心车队的接力，王璐顺

利抵达安徽农业大学东门，该校学生处、

团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在此迎接王璐的

到来，为她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会，随后众

人一起来到王璐在合肥的新家。

据安农大学工部、学生处负责人刘惠

东介绍，学校根据王璐的特殊情况作了周

密的安排，经济上将优先考虑对她发放贫

困补助、奖学金及学费减免，生活上有一

支学生、老师组成的爱心团队帮助她。

面对大家的爱心，王璐热泪盈眶，说：

“谢谢大家，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人，我

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走访合肥古树名木，发现部分古树保护乏力

别让百年古树轻易“作古”

按照计划，2012年8月28日至9月上旬，合肥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专家对各

县（市）区古树名木开展抽查核查工作。旨在完善合肥市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

根据普查，合肥共有古树名木2113株，而在合肥城区二环以内，仅有12棵古树名木，

昨日记者在合肥市内对部分古树进行了探访发现，有些百岁古树，正在呻吟。

上午9点，记者前往合肥马鞍山路上

万振逍遥苑小区。按照合肥林业和园林局

的记录，记者在小区入口处寻找古树。

在物业公司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发现，

一棵枸骨冬青被单独围起，可是因为没有

按照规定对古树进行标牌展示，记者没有

发现这棵树有什么不同。

据物业公司人员介绍，这是合肥市内

岁数较高的古树，今年已经200多岁了。

远远看上去，这棵古树充满生机，在阳

光的照耀下，树叶泛着点点亮光。当记者

靠近时，才发现这棵古树只有一边长树叶，

而另一侧枝干上的树叶已掉落。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两年前有

专家就来看过这棵树，说是因为受一种红

蜡蚧的虫害影响所致。

如今两年过去，为什么这棵生病的古

树，依然还在生病中？记者得不到答案。

上午 10时，记者走进合肥逍遥津公

园，来到树龄最大的小叶朴树边。

小叶朴的树干粗大，距离树根约2米

左右的主干上分出许多的分枝，向四周茂

密地生长着。

由于没有设置防护栏，游客可以随意

依靠、拍照，甚至有孩子攀爬。不少树皮因

为孩子的攀爬而脱落。

正当记者还在抬头观赏这棵古树之

时，一个孩子的话吸引了记者：“爸爸，你看

树根都被踩烂了，我们别踩到树根了。”

记者仔细一看，原来石台石凳，是设置

在古树的树根上，由于古树生长茂密，树根

已经从地里顽强地伸出了地面，但是因为

没有设置防护栏，大量的树根裸露在外，任

游人踩踏。

一边锻炼身体的张大爷说：“公园应该

将这棵树设置保护栏，保护起来。”

“长生”之路今犹在，不见当年“老树王”
界首路为古树让路，路让了树却死了

不少古树没有年龄

100岁的小叶朴树根任人踩踏

200岁的枸骨冬青“病”了2年多

17岁“中国好人”
背着瘫痪的母亲上大学

分不开的坚强母女
不间断的暖暖爱心
记者 张火旺

死去的古树被砍走，只剩下一个“疤痕”

可怜的古树，被水泥灌得好“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