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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本是发芽生长的

时节，但在湖南省衡阳市衡

山县长江镇新源村，一棵树龄

300 多年的古树却生命垂危，

需要进行“手术”。

这棵编号为 43042300239 的

香樟是湖南省约 24 万棵挂牌登

记的古树名木之一，生长在离湘

江只有十多米远的岸边。 2021
年，当地修建防洪堤坝时的堆土、

硬化等作业，使得古树 60％的根

系遭到压迫，导致养分输送受阻、

树冠收缩严重。

“你看它的树冠外围，树叶

发黄、凋落，甚至出现了秃枝，这

些都是缩冠的症状。”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古树名木保护工程研究中

心副主任吴磊是这场“手术”的

“主治医生”，他告诉记者，因为感

到“力不从心”，这棵香樟只能通

过收缩树冠的方式来减少养分消

耗，并在原本处于发嫩芽阶段的

春季，开始努力结籽，希望自己的

生命能延续下去。

古树生病既有类似的人为因

素，也有雷击或虫害等自然因

素。每年，湖南各地林业部门都

会记录辖区内在编古树的健康状

况，需要进行治疗的，由当地出具

初步抢救复壮方案交由湖南省林

业局审核。没有异议、相对简单

的方案由地方自行实施，如果病

情复杂、严重，则由研究中心接

手。去年，全省共有 1157 棵古树

名木得到救治。

新源村这棵香樟的“手术”

申请由衡山县林业局在今年 3 月
提交，经过多次现场勘察，研究中

心为它制定了包括修剪枯枝、打

透气孔、高压深根施肥在内的复

壮方案。

实施具体作业的湖南及时雨

绿化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邓诗成

带着团队，先是在树冠底下拉起

警戒线，再用吊车将吴磊和一名

工人送到半空，用电锯锯断树冠

外围的部分树枝，并为切面涂抹

伤口愈合剂。

因为防洪堤坝的存在，已不

可能把这棵香樟的生长环境恢复

到原来的样子，于是邓诗成和吴

磊先是测量土壤参数，随后在现

场的水泥地面确定几处打孔位

置，指挥工人以每半小时 1 次的

频率，向地下 3 米的深处为古树

根系输送肥料和营养剂。几名村

民聚集在远处一间民房的院子

里，注视着这台“手术”的进行。

“救治古树，必须从树的‘感

受’出发。它们和人一样，也面临

过度治疗和错误治疗的风险，过

度治疗会浪费经费，错误治疗则

会适得其反。”吴磊说，这也是各

地申报的古树名木抢救复壮方案

都需要审核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进行‘手术’，这棵

香樟可能会在 2到 3年内死亡，但

我们有把握将它救活。”邓诗成

说，整个复壮过程预计会花费 3
万元，持续大概 1 年的时间。接

下来，施工人员会定期对古树进

行施肥、修枝，并向新源村村民传

授相关知识，由村里对古树进行

日常管护。

古树名木不仅是生态基因的

天然宝库，更因承载着世代相传

的乡土情怀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

值。为更好地保护古树名木，今

年 3月 15日，我国正式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成立古树名木保护工程研

究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重

症古树提供最科学、先进的治

疗。”湖南省林业局一级调研员欧

日明介绍，截至去年，湖南全省已

累计抢救濒危古树约 4000 棵，复

壮衰弱古树约 30000 棵。湖南省

计划今年实现挂牌登记的古树名

木“一树一档”信息建设全覆盖，

并开展古树名木科普宣传活动

200场，让更多人参与古树名木的

保护。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 周勉 王腾

这是编号为 43042300239、需

要进行“手术”的古树。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施工人员在为刚锯断的树枝

切面涂抹伤口愈合剂。

新华社记者 周勉 摄

湖南：一场“手术”背后的古树保护

4 月 5 日，陈艺文（左）/昌雅妮在

比赛中。

当日，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

的 2025 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瓜达

拉哈拉站女子双人 3 米板决赛中，中

国组合陈艺文/昌雅妮以 323.79 分的

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亚历杭德罗·阿科斯塔 摄）

新华社东京
4 月 5 日电（记者

岳晨星）第四届茅

台杯中日国际乒

乓球交流赛 5 日

在东京举行开幕

仪 式 ，为 期 三 天

的比赛预计将吸

引超过一千名来

自世界各地的乒

乓球爱好者同台

竞技。

本届比赛分

为不同年龄组别，

相比于去年，今年

新增 80 岁以上年

龄组，赛程安排也

比 往 年 多 了 一

天。据活动发起

人、原中国乒乓球国手李隽介绍，参

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仅有 5 岁，最年

长者为 89 岁，她希望每一位来到赛

场的乒乓球爱好者都能享受比赛。

日本乒乓球协会主席河田正也

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他表示，本次

赛事不仅汇聚了来自日本和中国的

选手，还吸引了众多其他国家和地区

各个年龄段的乒乓球爱好者。大家

因乒乓球相聚，通过这项运动加深交

流。他希望各位选手在比赛中全力

以赴，展现最佳水平，同时增进彼此

的友谊，尽情享受比赛的乐趣。

东京奥运会混双金牌得主水谷

隼与日本前国手酒井明日翔等嘉宾

为比赛开球，并为现场的乒乓球爱好

者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

第
四
届
中
日
国
际
乒
乓
球

交
流
赛
在
东
京
举
行

世界杯瓜达拉哈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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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

任、前跳水名将罗梅尔·帕切科 4日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跳水项

目多年来一直是墨中体育合作的典

范，中国援墨教练马进对墨西哥跳水

的贡献不可估量。

帕切科说，中国跳水在世界上处

于领先地位，而马进自 2003 年起在

墨执教，为墨西哥跳水注入了先进理

念和技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运

动员。

“马进教练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她曾是我多年的教练，如今仍带领国

家队。她的执教理念、技术体系以及

背后的体育文化，深深影响了我和整

个墨西哥跳水队。”帕切科说。

在马进的执教下，墨西哥跳水在

国际赛场取得优异成绩。帕切科表

示，年轻选手奥斯马尔和塞拉亚·埃尔

南德斯正是在马进教练的指导下成长

起来的，他们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男

子双人 3米板比赛中获得银牌。

“马进教练为墨西哥带来了超过

260 枚奖牌，涵盖奥运会、泛美运动

会、中美洲和加勒比运动会、世界锦标

赛等多个级别的国际赛事。她是我们

队伍的灵魂人物。”他说。

回忆起东京奥运会的告别一跳，

帕切科说，那是他职业生涯最难忘的时

刻之一。“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后，我和马

进教练拥抱、落泪……我们一同走过了

太多，那个时刻象征着我与跳水的告

别，也凝聚了我们多年的情感。”

帕切科说，体育是连接世界的桥

梁，墨中两国在跳水领域的交流合作

不仅提升了墨西哥跳水的竞技水平，

也深化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墨

中两国的运动员也在场下结下深厚

友谊。 来源：新华社

跳水是墨中体育合作的典范
——专访墨西哥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帕切科

新华社记者 缪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