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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洁）修补路

基，回填泥土，补种麦冬……这两

天，松江区石湖荡镇东栅小区内，14

棵广玉兰迁移别处后，修复还绿工程

已完成。窗边不再被茂密枝叶遮挡

光线，墙角也不会再因粗壮树根而开

裂隆起，居民们感叹：“眼前敞亮了，

心也定了！”

迁移居民区里的树木，要符合什

么条件，经历哪些流程？起初，很多

人并不清楚。一次人大代表进社区

的调研，推动各方部门跨前一步，最

终解决了困扰老百姓多年的烦忧。

14棵树成安全隐患
东栅小区，建于2003年左右，

约20年房龄。紧挨墙边的14棵广

玉兰树，起初是美丽的绿植景观，多

年后却渐渐成了麻烦——大树离居

民楼太近了，因根系过深、生长过

快，不仅遮挡采光，还导致外墙近地

面开裂，影响房屋安全。

居民庄海芳2005年搬进小区，

家住顶楼4楼。她说：“刚搬来时，

树苗还没有拳头粗呢，后来长得比

房顶还高了。”家住1楼的陆根珍是

9号楼楼组长，她也常接到邻居反

映问题：“侧面卫生间常年见不到

光，地砖也给拱裂了。”

去年11月14日，石湖荡镇人大

代表黄颖、王连青、柴贞燕、陈卫凤

开展人大代表进社区活动，在实地调

研走访中，听取大家的诉求。“我们现

场查勘后，发现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保障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我们

当场就考虑，是否可以移栽这些树

木。”黄颖告诉记者，那次调研现场，

他们当场就联系了街镇相关职能部

门，事后也形成了书面意见反馈给人

大办，希望督促解决这一难题。

于是，在代表们的关心推动下，

14棵广玉兰的“搬家”之旅开启了。

九成居民同意“搬家”
人大代表调研后没几天，石湖

荡镇城建中心工作人员卫寒宏、镇

绿化公司副总经理郁亚云，就一同

到东栅小区实地查看。

“居民区移树相比平常的移树，

要复杂得多。”郁亚云坦言，这些广玉

兰高十七八米，离墙近，而小区内的

电线、自来水管、煤气管比较复杂。

果不其然，后来他们挖出根系后，繁

复的树根已深深包裹管线。“广玉兰

移植存活率比较低，要保证树木

100%的存活率，移树难度很高。”

绿化公司拟定移植方案，明确

迁移地点、品种、数量以及施工方法

等细节后，2022年11月22日，小区

所属的古松居委会召开了居民代表

会、楼栋居民意见征询会，挨家挨户

完成了小区内公寓楼全部174户居

民的意见征询。移植方案都打印出

来，请同意的居民签字确认。

“一些不住在这里的业主，我们

工作人员也都打电话去询问意见

了。”古松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柴巧华

说，结果显示，同意移栽的人数约九

成，远超三分之二的规定比例。

工作流程清晰明确
正当移树工作稳步推进时，最

新的《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

办法》发布了，今年3月1日起施

行。《实施办法》要求，树木能通过修

剪的，不采取抽稀的措施；能通过抽

稀的，不采取迁移的措施；能通过迁

移的，不采取砍伐的措施。

“看到这个《实施办法》，我们马

上与松江区绿化市容局沟通，请区园

林中心现场查看。”卫寒宏告诉记者，

园林中心专业人员到小区后，考虑到

房屋安全原因，还是给出了树木迁

移的意见。“《实施办法》提到，树木

严重影响业主或房屋使用人采光、

通风的，树木严重影响房屋安全或

其他设施安全的，可以提出树木迁

移的申请。”考虑到移栽株的存活率，

今年3月中旬，移植许可文书下发。

随后，居委会配合绿化公司，分2天完

成了苗木移栽。

拟定移植方案、意见征询、公示

结果、提出行政许可申请、配合园林

中心现场查看、递交电子材料、移植

文书下发、启动移植……卫寒宏整

理出一套《石湖荡镇居住区树木移

植工作流程》，他说，“以后居民有类

似的诉求，就可复制推广了”。

14棵广玉兰的“搬家”之旅，始

于社区调研，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实践。这些树木已经在不远

处的森茂基地里安了新家。期待明

年春光明媚时仍有一树繁花。

3岁那年，张丽芳和自家院子里的香

樟初识，没想到这段缘分绵延至今，牙牙

学语的娃儿变成了耄耋之年的老人，不

及人高的树苗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大树。

“我是从安徽乡下被父母送来上海郊

区，由奶奶一手带大的，也是她在那时种

下了这棵香樟。”提到院子里的“老朋友”，

张丽芳有说不完的故事——喜爱花花草

草的奶奶，村里生机勃勃的美景，还有一

双儿女伴随香樟一路成长的岁月……

93岁的奶奶离世后，张丽芳决定遵

循长辈的遗愿，“好好守着这棵树”。曾

作为村医的她觉得，香樟树不光闻起来

沁人心脾，还有药用价值：“用泡过树皮

的水涂身体，对治疗皮肤病大有帮助。”

十几年前，有逐利者垂涎这棵香樟，

专门游走在乡间的收树人曾三番五次找

到她，想出大价钱买下这棵树。

“我实在忍不住就和他们吵起来了，

想我把树卖了？那是不可能的！”张丽

芳坦言，对于香樟的爱，她们家“一代更

胜一代”，“儿子隔三差五来关心这棵树，

我翻新房子时，他特意来现场监工，就怕

破坏了这棵树。”

2018年左右，镇里绿化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排查古树时，发现了她家院子里

的“宝贝”。如今，在浦东新区绿化管理

事务中心的帮助下，香樟树周围铺上了

一排透气砖，原本有些弯曲的树干也有

了新修围墙的支撑。

据上海市古树管理部门统计，截至

目前，上海市有古树名木1659株，古树后

续资源（树龄在  年以上   年以下的

树木）1159株。其中，生长在居民区的古

树约300株。

  棵广玉兰搬出小区去“新家”
大树离楼房太近 挡光还危及地基

“家有古树，如有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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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
已亭亭如盖矣。”《项脊轩志》的结尾，明代文
人归有光寥寥几笔，将对家人的怀念寄情于
枇杷树，穿越时光成为传世名句。

一棵树对一户人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三棵上海人家院子里的古树名木，诠释了“树
和家的关系”，是“老百姓对树的告白”……

凌国安第一次和这株古树见面，是

在2000年。

刚买下顺天村的房子，他开始规划

起院子的格局，打定主意必须以这里的

“原住民”为重——一棵1986年认证的二

级保护树木广玉兰。

“这棵树至少100岁，上海解放前它

就种在这里，我搬来时市政府认证的牌

子就插在树前。”凌国安回忆，没多久居

委、绿化部门敲开他家大门，拜托夫妇俩

照顾好它。

依照《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

定》，对古树保护有属地责任，凌国安在

院子里种上翠竹，栽上牡丹，还搭了葡萄

架，广玉兰位于其中的“C位”，享受着夫

妇俩无微不至的照顾。

比如二楼的生活用水原本会通过排

水沟流向树根，他赶紧和物业商量，亲自

动手设计污水管，免古树“后顾之忧”。

又比如，随着树龄增长，树根日渐拱

起，周围大理石地面变得“坑坑洼洼”，为

了广玉兰“自由生长”，凌国安二话不说

撬了大理石，由绿化管理部门出资，重新

铺设透气砖。

“2020年夏天一场暴雨差点把广玉兰

吹倒！”凌国安回忆起这“生死时刻”，“发现

后我马上通知绿化保护部门，他们拿出方

案，大家在居委会反复开会研究，最终用三

根铁杆撑起主干，古树稳了，我才放心。”

邻居家院子里支起两根铁杆，加上自

家院子一根，广玉兰得到了最稳固的支撑。

家有古树，如有一宝。如今已74岁的

凌国安形容广玉兰就是自己的家人：“我喜

欢大自然的感觉，在市中心的院子里有这

样一棵古树，多不容易，一定要珍惜。”

或许很多人想不到，“江南第一梅”

竟长在奉贤南桥一户普通人家中。如今

这棵古蜡梅每年依旧迎寒盛放，离不开

这个家庭几代人的细心守护。

“这棵蜡梅是我老祖宗曹宗鼐种下

的，清朝他考取了举人，便种下了这棵蜡

梅。”年近七旬的曹国杰是曹氏后人，从

小便看着父亲曹志高每天清晨必至庭院

悉心护理这棵蜡梅，“这是棵素心蜡梅，

最好的品种，花瓣大，花心都纯黄色的，

清香中带着甜香，小时候我们想摘一朵，

爸爸都不让。”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这

棵藏在曹家庭院里的蜡梅被发现，并认

定为古树，列入“上海市古树名木之

最”。挂上“古树名木”的牌子，从此，曹

家人对古树更多了一份责任感。

1996年，奉贤南桥开始旧城改造，

这株古梅被划入动迁范围之内。“担心

移栽不安全，我爸爸妈妈给当时的奉贤

县写信，呼吁保护这棵古树，‘为了让这

棵树留在原位，宁愿不要房子’。”曹国

杰说，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实现了古梅

的原址保护。老树不用搬家了，曹家

也选了与蜡梅为邻的住房，便于继续

照料：“透过窗子就能看到老树，心里

很踏实。”

2008年，父亲临终前将古梅托付给

子女，嘱咐一定要悉心呵护。为此，曹家

的儿女们也将家搬到古梅旁，还常和绿

化专家商量养护方案。

现在，每到蜡梅盛放之际，市民和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曹家也始终打开庭院

大门。“有时我要出门，怕有人扑空，我姐

姐特地把手机号码贴在门上，方便联

系。”曹国杰说，他们愿意把“江南第一

梅”的美和香分享给更多的人。

曹国杰翻出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

记录着这个家庭和古梅的变化：老人逐

渐年迈，小孩长高长大，只有照片里的古

梅一如既往，开着金黄、闪亮的花。

“为了这棵树，宁愿不要房”

“有人想收树，我坚决不卖”

本报记者 李若楠 董怡虹 孔明哲 黄于悦 张剑

广玉兰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   岁的香樟陪伴张丽芳从小到大

本报记者 张剑 摄

三户上海人家守护三棵古树的故事

“撬了大理石，铺上透气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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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树

地址：浦东新区

合庆镇直属村

树龄：  年
树高：  . 米
冠幅：  米

香樟

地址：奉贤区南桥

镇新建中路   弄

树龄：   年
树高： .9米
冠幅：6米

蜡梅

地址：黄浦区成

都北路顺天村

树龄：   年
树高：  米
冠幅：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