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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树种不同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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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作为都市中的“绿肺”，本市
两大市属森林公园今年共推出
800余棵树木供认养。共青森
林公园今年认养的树种包括“樱
花、桃花、海棠、紫薇、杉树、雪
松”六类，还推出了一部分香樟
树供企事业单位认养，共计400
余棵。市民可根据树木代表的
不同寓意选择适合自己的树种，
比如远离家乡的游子可选择有
着“游子思乡”花语的海棠，亲子
家庭可选择代表“人才兴旺、儿

孙满堂、家庭和美”的杉树。线
上认养之后，市民可以获得电子
认养证书和电子认养牌。
滨江森林公园同样开放了

400余棵树木供市民线上认
养，包括果园路、观景台、水杉
特色路周边的253棵水杉、100
棵香樟以及揽胜轩附近的50
棵樱花，按树种不同，价格在
200-500元/棵不等。认养期限
为一年，认养者将获得电子认养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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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昨天，一场
以“留住旧时忆 蝶变焕新生”为主题的
植树节活动在静安区彭一小区举行，数
十株原址迁移的香樟、银杏、罗汉松等树
木在居民的见证下回搬新居（见左图）。
“这棵银杏树在我小时候就种在小

区里了，就在我家旁边，当年还没有这么
粗壮，现在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了。当时
旧改搬迁很舍不得它，没想到政府连树
都给我们搬回来了，真的非常开心！”居
民尤阿姨重新见到了原来的“老邻居”，
感慨万千。
“像这样的‘原住民老树’，小区内共

有80余棵，最大的树龄超过50年。”彭浦
新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市规
模最大的非成套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
项目，彭一成套改造项目于2021年9月
正式启动搬迁，新建17幢高层电梯住
宅，预计今年上半年交付。旧改施工期
间，街道秉持“树木也是居民”的理念，
对这些树木登记造册，实施科学迁移养
护。如今，这些“老邻居”提前重回故土，
与其他新栽的树苗共同织就社区的绿色
美景。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800号，《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于3月15日起施行。这
是国家层面首部专门针对古树名木保护的法
规，对非法采伐、移植、损害古树名木等方面
都明确了相应要求和法律责任，为古树名木
的全生命周期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
《条例》中，首次界定“古树”为树龄100年

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
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为具有
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
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同时，对古树实行三级
保护，树龄500年以上为“一级”，树龄300年
以上不满500年的为“二级”，树龄100年以上

不满300年的为“三级”，而对名木均实行一级
保护，不受树龄限制。同时，赋予省级政府调
整城市内古树保护等级的权限。

同时，《条例》也强化了古树名木的保护
责任体系，完善了处罚标准。比如，对于采
伐、移植古树名木的行为，最高可处1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在建设项目选址、建设时未避
开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对其生长环境造成损
害的，将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没收违法所
得。拒不执行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可处
5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些规定意味着我国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步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全
新阶段。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3月15日起施行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记者从

市绿化市容部门获悉，本市各区绿化部门

和多座公园梳理了一批适合认养认建的树

木、绿地，全市共计2万余棵树木供认养。市民
可通过随申办App、绿色上海微信公众号、全民
义务植树网等途径进入认养捐赠平台进行认养或

捐资，当一回“绿色合伙人”。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家中的闲
置物品，可以换成市花白玉兰的“生活
费”。上周末，一场由杨浦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组织的“心中有‘树’，再生无界
2025”义卖活动在黄兴公园举办。记者
获悉，亲子家庭义卖所得认养了14棵树
木，其中包括市民特别喜爱的白玉兰。

当天上午，在黄兴公园入口广场上，
20组亲子家庭的孩子变身“小摊主”，热情
地向游客介绍自己带来的闲置物品，琳琅
满目的物品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

11岁的琦琦和8岁的球球家住公园
附近，经常会来公园玩。妈妈在群里看
到义卖消息后，姐弟俩立即报了名，一大
早就摆开摊位，兴奋地叫卖着，才半小时
“销售额”已有几十元。“义卖是在做善
事，而且赚到的钱是用来种树的，是环保
行为，我觉得很开心。”琦琦说。

2元的崭新毛绒包、3元的多肉植物、
8元的名人传记……记者看到，价廉物美

的闲置物品令很多游客欣然“下单”。彭
女士带着4岁的女儿“牛奶”来逛公园，
“收获”了一大堆战利品，“小摊主太热情
了，东西性价比也很高，耳罩和包包只要
一两元，绘本又新又不贵，很适合给孩子
轮换着看。”
一个多小时的义卖结束后，共收入

近1400元，按100元一棵的认养费用，可
以认养14棵树木。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公园入口处的5棵广玉兰和银杏林的多
棵银杏外，为加强市花的养护、提升白玉
兰的显示度，今年园方还首次为活动开
放了一批白玉兰供认养。
“今年年底，结合公园改造，我们会再

开辟出几块场地，集中种植几十棵白玉兰
或玉兰家族的其他成员。今后，市民在园
内可以看到更多白玉兰的身影。”黄兴公
园相关负责人说。此外，今年植树节期
间，黄兴公园初步计划开放400棵树木供
市民通过“绿色上海”等平台进行认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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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本报记者 金旻矣

今天是第47个中国植树节

古树名木也可认养
除了市属公园外，各区绿化

部门也根据各自情况，开放了一
批树木供认养。比如静安区今
年开放认养645棵公园树木，包
括静安雕塑公园50棵、闸北公
园250棵、不夜城绿地196棵、99
广中绿地99棵、静安中环公园
50棵。
普陀区因城市更新项目的

推进，今年调整了部分认养区
域。长风公园、祥和公园的认养
暂时关闭，但在桃浦中央绿地内
上海园艺体验中心1号馆东南
侧则开放了一块全新的区域，市
民可认养美人茶、银杏、北美海
棠等树种，获得认养证书，并有
机会为树木挂牌。奉贤区则在
古华公园、泡泡公园等16处公
园绿地挑选了1460株树木进入
认养库，据悉去年区内共有322

名市民和10家单位认养了约
400棵树木。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放认

养的树木中，也包括了不少古
树名木。比如杨浦区今年推出
了21棵古树及古树后续资源
供认养，其中肺科医院内有14
棵，树种为龙柏、罗汉松、广玉
兰、桂花、瓜子黄杨等；复旦大
学内有4棵，分别为皂荚、广玉
兰、杜梨、朴树，树龄均为80
年；创智天地和复兴岛公园内
共有3棵香樟，树龄为80-100
年不等。
静安区也开放了53棵古树

供认养，主要分布在静安公园、
闸北公园和单位附属绿地内，市
民认养成功后，可以根据古树铭
牌找到认养的古树，近距离感受
“活化石”的魅力。

志愿服务亦能“添绿”

事实上，除了大家熟悉的植
树、认养外，义务植树尽责形式
共有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
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
捐物、志愿服务、其他形式等8
类。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中，亲手植一棵树的场地较难寻
找，但通过志愿服务等形式，也
可以为上海“添绿”。
本市依托“互联网+技术”，

让市民可以通过“绿色上海”微
信公众号、全民义务植树网，寻
找并参与所在区域附近的劳动
尽责活动。记者从全民义务植
树网上看到，今年本市已上线多
场劳动尽责活动，包括嘉定区迎
园广场、紫藤园、马陆公园等多
处开展的绿化尽责活动，以及古
猗园+清磬山房开展的“猗园古
树‘云’认养”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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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金山区金山卫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携手金康居民委员会举行
“百草园童行记”植树节活动。现场，上海市金山区学府小学的学生来到百
草园，在研学导师和志愿者的指导下，体验中草药种植。此次活动不仅让学
生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到本土农耕文化与中草药文化，更能深化金山卫镇“家
校社”联动机制的教育共同体理念。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