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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古树名木被誉为“有生命的文
物”。25日，全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现场推进会在四川广元召开。福州
市在会上作交流发言，是全国现场
发言的 5个典型省份、县（市）区之
一，也是我省唯一发言的设区市。
福州在古树名木保护上有怎样的特
色和经验？记者总结了以下亮点。

摸清底数 有法可依
【案例点击】

盛夏时节，在罗源县西兰乡甘
厝村，一片罕见的水松天然更新群
落错落有致，挺拔矗立。

水松素有植物界“活化石”之
称。去年，一群林业科研人员在调
研时偶然发现了这片群落，并判定
为目前全国范围内勘察到面积最
大的水松天然更新群落。

靠近村道、干扰因素多，为何
这片水松能保护得这么好？“过去
村民认为水松是‘吉祥树’‘风水
树’，祖祖辈辈加以保护，农田耕
作、放牧都会避开，为水松腾出生
长空间。”罗源县林业局高级工程
师郭乾友说。

眼下，罗源已设立“水松林自
然保护小区”，计划在严格保护的
前提下，依托这片全国最大的水松
天然更新群落，建设水松林主题公
园，把珍稀物种保护与自然教育、
乡村旅游结合起来。
【福州经验】

保护古树名木首先要摸清底
数。去年以来，福州在全省率先开
展新增三级古树认定，确认新增三
级古树 832株。截至目前，我市共
有古树名木10158株。除水松古树
群外，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桫椤古树
群、国家二级珍稀濒危树种楠木古
树群等相继在我市被发现。

从发现到保护，福州对古树名
木的保护与管理有严格遵循，历来
有法可依。早在2000年10月，我市
就出台了我省首部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地方性法规——《福州市城市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今年1月1
日，修订版本实施，打破了乡村和城
市古树名木保护界限，将市域范围
内古树名木按统一标准纳入保护管
理，对古树普查和巡查时间频率、损
害古树名木行为，及其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树一策 科学保护
【案例点击】

走进闽侯荆溪镇六垱村，一棵
特殊的古榕树映入眼帘。这株依
山坡侧生的古榕主干由数根钢架

支撑，粗壮的树干至少要两个成人
才能合抱过来。繁茂的树冠如同
一把撑开的大伞，生机勃勃。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此前，古
榕存在树体倾斜、枝叶稀疏、有害
生物侵扰等问题，长势较弱。“今年
3月，市林业局组织相关专家现场

‘把脉’，提出了加强枯枝清理、稳
固树干等方式。”当地干部说，从清
枝、去腐，到强化支撑，如今古榕已
成功复壮。

古树日常如何维护？市林业
局绿化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村
级林长、护林员会定期对古树名木
进行巡查巡护，除了关注古树是否
有病虫害外，也会关注树的枝丫是
否在恶劣天气中遭到雷击，或被风
吹折。

【福州经验】
古树是活着的历史，但树龄越

大越容易生病，需要专业守护。近
年来，福州积极建立濒危（亡）古树
名木台账，按照“一树一策”原则，
制定抢救复壮方案。截至目前共
抢救濒危古树59株、复壮衰弱古树
154 株，投入抢救复壮资金 650 余
万元。

与此同时，福州还积极探索
“古树名木+”联动保护管理新机
制，实现两个全省“首创”：首创“古
树名木+司法”保护模式，设立 6个

“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工作点”，协调
落实相关监管单位，基本实现市域
全覆盖；首创“古树名木+保险”，结
合古树实际生长情况，为4893株古
树名木投保“财产损失险”和“公众

责任险”，保险金额达3805.8万元。

共建共享 全民参与
【案例点击】

最近，家住福清的林雪莹养成
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起后先
打开支付宝App蚂蚁森林的“古树
保护”板块，找到家附近一株378岁
的油杉，为它注入绿色能量。“没想
到这棵古树已有 65万网友在线守
护，感觉特别神奇！”她说。

去年以来，福州启动了古树名
木保护公益支持项目，数十株扎根
福州、见证城市变迁的古树陆续被

“搬”进手机，供广大网友“云守
护”。

晋安区上线的 10株古树项目
已率先完成了线上守护，由企业捐
资，提供相对应的健康巡查、养护、
救护等服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各地已有 4780余万人次通过手机
端参与支持福州古树名木保护工
作，捐出绿色能量约1.27万吨。
【福州经验】

为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支持古
树名木保护，福州十分注重亲民和
互动。福州结合村庄绿化美化，安
排专项资金，在全省率先建成49个
古树微公园及古树名木博物馆。
不同树龄的油杉、柳杉、枫香、榕
树、红豆杉等得到有效保护，同时
为村民创造更多绿色休闲和科普
空间。

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通过加强古树名木信息化管
理、强化古树名木保护宣传、推进
古树微公园建设及古树复壮等措
施，把古树名木这一珍贵资源保护
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推动我市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再上
新台阶。

在永泰大樟溪畔在永泰大樟溪畔，，古榕浓荫覆地古榕浓荫覆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原浩摄原浩摄

在全国会议上分享古树名木保护经验——

守护“有生命的文物”，福州有一套
本报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郑金炎

东街街道开展
暑托班禁毒宣传教育

本报讯（记者 莫思予 通讯员 林展羽）
日前，鼓楼区东街街道社区禁毒工作站走进
军门社区暑托班，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
的禁毒教育课。

禁毒社工通过鲜活案例讲解禁毒知识，
向孩子们介绍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事迹，并
展示仿真毒品，进行有奖问答。活动让孩子
们充分认识毒品对自身、国家、社会的危害，
增强青少年的禁毒意识，提醒大家时刻保持
警惕，在学习和生活中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区禁毒宣
传氛围。

华润燃气相关负责人
接听12345热线

四类群体可享用气优惠
本报讯（记者 林晗）25日，福州华润燃

气公司总经理蒋厚贵走进 12345热线中心，
就群众关心的天然气管道服务，解答市民问
题，倾听群众诉求。

诉求：天然气一立方米是多少钱？是否
有阶梯式收费？

回复：我们根据省物价局《关于福州市城
区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实行阶梯价格的通
知》（榕价商[2015]15号）、榕发改价格[2024]15
号《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福州
市五城区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执行阶梯气价。居民用气量及价格分为三
档，第一档，年用气量192立方米（含）以下的，
销售价格为现行居民用气价格每立方米3.61
元；第二档，年用气量 192立方米以上至 300
立方米（含）部分，销售价格为第一档的 1.2
倍，为每立方米 4.332元；第三档，年用气量
300立方米以上的，销售价格为第一档的 1.5
倍，为每立方米5.415元。

诉求：我家换了远传燃气表，这种燃气
表是否可以远程控制表数？

回复：远传燃气表是由基表（即膜式燃
气表）加上数据的采集、通信传输等一些电
子模块组成的，它只是将基表上的计数器字
轮示值，也就是累计用气量通过各种通信技
术传输到燃气公司的管理系统或用户的终
端设备上，方便远程抄表、用气监测、数据分
析等。所以远传表不能远程控制用户表
数。用户的表数，即实际用气量以基表的计
数器字轮示值为准。

诉求：最快捷的停气方式是什么？
回复：燃气用户报停需提供户主的身份

证原件和现燃气表表数照片，前往华润燃气
各营业网点办理燃气报停业务。如办理人
非燃气户主，还需提供户主身份证原件及办
理人的身份证原件。

诉求：小区其他住户都开通了燃气，我
要如何申请开通？怎么收费？从安装管道
到开通使用要多久？

回复：您可拨打公司客服热线 95777，或
者在各营业网点前台登记申请。工作人员
将在3个工作日内到户勘察是否具备安装条
件。若具备，您可携带师傅开具的勘察补户
凭证、该户房产证复印件、户主身份证复印
件到营业厅签约缴费。此后我们会在 10天
内完成燃气管道的入户安装。居民住宅供
气工程建设收费标准为每户2850元。

诉求：施工停气影响日常做饭，能否把
停气施工安排在夜间？

回复：对于时间较长的施工，一般都是安
排在21点或者更晚开始，次日6点30分前就
能恢复，对市民生活用气影响较小。只能安
排在白天施工的（比如重大市政工程或政府
有特定时间要求），都会通过本市报纸提前刊
登停气通告，并且停气时间也尽量避开用气
高峰期。个别的突然停气，一般是在管线巡
查中发现异常，存在危险，出于安全考虑，需
要立即停气抢修。

诉求：我家有6口人，使用燃气是否有优
惠政策？

回复：用户因家庭人口众多（五口人以
上）可持户口本或暂住证、居住社区证明到
燃气公司申报，经核实确认后，每增加一人，
增加用气量基数每年50立方米，分档气量增
加值最高不超过每年150立方米。八人及以
上的家庭可选择年度增加150立方米分档气
量基数，或执行统一气价（按第一档气价的
1.1倍）每立方米3.971元。

诉求：燃气公司对困难群体有什么优惠
政策吗？需要携带哪些材料申请？

回复：为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水
平，城乡低保用户、特困人员、享受国家定期
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革命五老”等人员家
庭，可持所申请住宅所在社区开具的相关证
明文件（需加盖社区公章）或持民政部门核
发的有效证件到公司申报，经审核后，按每
立方米3.16元执行优惠保障政策。

“打开水闸，利用退潮放水！”
25日 14时 30分左右，罗源县鉴江
镇水利站站长陈勇刚紧盯着鉴江
防洪排涝闸两侧水位数据，发现
海面水位低于内河澳里溪水位，
立即启动排水。这已是陈勇刚坚
守岗位的第 38个小时了，自 23日
罗源召开防御台风“格美”部署会
后，陈勇刚就一直在防御台风一
线忙碌。

“我们水利站4个人要负责辖
区内 2条海堤、4个水库和 8个水
闸，这些设施分散在镇里不同区
域，每天要巡堤、巡库还要关注
潮汐及时开关水闸，这几天大家
都恨不得有分身。”身为站长的
陈勇刚还要负责检测河道水位、
泄洪设备的维护和传递气象信

息等工作。
记者在鉴江防洪排涝闸看

到，长 7米的 2孔水闸已经全部开
启，澳里溪水流湍急，不断向闸外
的海面奔涌而去。“我们抢抓低潮
期将澳里溪水排入大海，这样可
给上游的水库和接下来台风带来
的降水‘腾库容’，以减轻内涝风
险。”陈勇刚告诉记者，鉴江防洪
排涝闸是鉴江镇重要的排洪口，
承担着承接罗源澳里溪以及上游
牛梅溪水库来水的重要功能。

“按照天文数据，12时30分左
右海水就要退潮了，但受到台风
影响，直到 13时 30分左右海水才
开始逐渐退去，我们要抢在退潮
海面水位低于内河水位的黄金时
间打开闸门，预排泄洪，腾出内河

库容。”陈勇刚告诉记者。
此外，让陈勇刚最为关心的是

距离海堤 40公里的牛梅溪水库。
“牛梅溪水库位于鉴江镇程家洋
村，下游有东湾村、上澳村、鉴江
村，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就及时放水
腾出了 110万立方米的库容。”陈
勇刚告诉记者，自己和镇上的工作
人员23日上午再一次对牛梅溪水
库进行检查，罗源县和鉴江镇也加
派了人手前往牛梅溪水库值守，并
对水库进行了加固维护。

25日 22时 30分左右，记者再
次联系陈勇刚，已在岗坚守 46小
时的他告诉记者，当时的降水量
比较大，牛梅溪水库在自然泄洪，
由于澳里溪提前“腾库容”，下游
水位比较平稳。

一个水利站长的日夜坚守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林晋如 刘其燚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昨日，
为防抗台风“格美”，长乐各部门
严阵以待。

昨日下午3时，记者在长乐航
城街道洋屿村看到，随着洋屿港
水闸缓缓开启，水流从闸门涌出，
沿着河道向下游奔流。“这是为了
腾出库容，确保河道有足够的空
间容纳洪水，防止城市发生内

涝。”长乐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洋屿水闸站现有职工 6人，实
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确保雨情、水情、工情信息的
及时、准确报送。”

洋屿港水闸已于 23 日下午
采取开闸排空措施，预防城市内
涝，确保长乐城区河网水位安
全。

长乐城区内河鳌头溪畔，防
汛工作同样紧张有序展开。昨日
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鳌头溪的
水位有所提升。溪边，工作人员
正在有序巡逻，并仔细查看河道
情况。

鳌头溪起于吴航街道东关
村，在奎桥闸附近汇入下洞江，河
道全长约 1.6公里，沿线有 4条支
流汇入。“我们做好了迎战台风

‘格美’的准备，全力确保鳌头溪
流域的防洪安全。”长乐区城市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开闸清淤 长乐严防城市内涝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见习
记者 傅亦静 通讯员 吴其法
陈成志）“抓紧时间，每一秒都至
关重要，我们要在台风来临前把
海堤加固好！”25日上午，连江县
晓澳镇百胜村出海口处，连江县
晓澳镇人大主席何宗旺在风雨中
吼道。闻言，20余名身穿迷彩服
的镇村干部，合力将一包包沙袋
搬运至挡板下方，为海堤筑起一
道坚实的屏障。

时间回溯至24日16时，连江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Ⅰ
级应急响应、防暴雨Ⅱ级应急响
应。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格
美”，连江县上下一心，迅速行动，
镇村干部、党员突击队、公安干警
等多方力量投入到海堤值守与巡
查工作中。

百胜村3公里海堤，是守护1
万多人口安全的生命线。这里曾
多次遭受台风侵袭，决口与塌方
的阴影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连
江县党员干部深知，这里的低洼

地势一旦遭遇海水倒灌，后果将
不堪设想。因此，连江县提前部
署，安排当地党员干部争分夺秒
地开展海堤加固工作。

经过连续多日的奋战，海堤的
挡板被成功加高了1.5米。“目前看
来，防水效果非常好，掀起三四米
高的海浪都能应付。”何宗旺说，

“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劝说了20
多个下海抢救缢蛏的渔民安全返
回，明天还将在百胜村三个入海口
处分别派9名干部加强驻守。”

不远处，连江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和县住建局抽调而来的防台风
突击队第十中队正沿着海堤巡
逻。“受台风‘格美’影响，百胜村部
分岸段可能会出现超过当地警戒
潮位的高潮位。我们提前准备、周
密布防，尽可能减少台风带来的影
响和损失。”第十中队成员陈永华
告诉记者，考虑到台风的不确定性
以及大风大雨情况，24日晚一收到
县委组织部的号召，他们就立即赶
往百胜村值守，24小时防范台风。

25日晚，台风“格美”登陆莆
田秀屿区沿海。在台风前沿，福
清各乡镇的防汛工作有条不紊地
展开。

“我们从每一年大大小小的
台风中总结经验，做好提升。”
江阴镇副镇长刘高生说，今年，
江阴镇将工作做在平时，通过房
东报备，公安登记等方式，加大
了对外来人口的摸排力度，从
面积、人口组成情况等综合考
量，将江阴镇划分成 6 个片区，
实行乡镇领导更有针对性的包

片管理。
在江阴镇南曹村村委，这里

已被作为临时安置点，安置了 17
名来自云贵川的外来海蛎种植
户。“村干部很热心，没把我们当
外地人！”来自贵州的曹洪国说，
24 日起，在村干部带领下，他和
爱人带着儿子、女儿住进了村委
一楼。他告诉记者，平时为了养
海蛎方便，一家人都住在集装箱
里。“这次还好搬来这里，不然台
风来了就危险了。”他说。

江阴镇宣传统战委员吴守

群介绍说，镇里还加强与管委会
和企业沟通，通过层层压实责
任，加强企业外来员工管理，确
保安全。同时，今年台风季来临
前，在人口密集的小区增设排水
设备、挡板等，在各片区配备钩
机、清淤车辆和专业人员随时待
命。

抵御台风的能力不断提升，
在福清，江阴镇并非个例。25日
下午，三山镇包片干部、村两委干
部和党员志愿者来到一条大约 2
公里长的沟渠前，检验这几天的

抗台风成果。
“往年一刮台风，沟渠就会堵

塞。今年我们投入 500 万元，从
上游河道疏通。3 天前，镇村调
来两台挖掘机，以 22名党员为骨
干的志愿队夜以继日，加紧疏通
最后 2 公里河道，终于赶在 25 日
上午完工。”沁前村党委书记游能
平说。

在转移老旧房屋群众时，沁
前片内有一户90岁左右的老夫妻
不愿转移。“镇村干部一边做工
作，一边想办法，最终邀请两位老

人到三山镇卫生院做体检，并将
老人安置在卫生院内。”三山镇党
委组织委员吕姗介绍。

“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渔船
回港、人员上岸”“地毯式摸排，一
个隐患点都不放过”“增设设备，
完善基础设施”……与台风拼时
间、抢速度，福清市各项防御工作
朝着更高标准全面拉开。

“防抗台风，是对社会治理体
系的真实考验，我们团结一切力
量，只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福清市相关领导表示。

在台风前沿守护群众安危
——福清乡镇防汛抗台风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钱嘉宜

体检车进企业送服务
惠及400多名快递员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24日下午，市直属
工会联合福能总医院，将体检车开进福州闽
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为快递员开展免费体检，
400多名快递职工享受了这一服务。这是市
总工会首次开展体检车进企业送服务活动。

本次体检服务身体健康检查包括血常规、
糖化血红蛋白、常规内外科检查等，心理健康
检查包括心理抑郁、焦虑、强迫症等。“平常我
们很少关注身体健康，感谢工会提供免费体
检，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激励我
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快递小哥罗克田说。

多方合力共护连江百胜村海堤

连江党员干部一起加固海堤连江党员干部一起加固海堤。（。（连融媒供图连融媒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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