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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守护千年古柏 让翠云廊永久青翠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彦谷 摄影报
道）“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2月20
日，接过接力棒的广元市剑阁县汉阳镇
党委书记张轩郑重承诺：“将严格落实

‘交树交印’‘离任交接’制度，守护好一
方青绿。”

当天，在剑阁县蜀道翠云廊古柏保
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仪式上，剑阁县
汉阳镇、柳沟镇、姚家镇三地原任党委书
记与现任党委书记，作为交树人和接树
人，纷纷走上台前，现场签字移交，顺利
完成古树名木的离任交接工作。

去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
元市剑阁县考察了翠云廊，嘱托当地要
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好。

翠云廊在剑阁县境内现有古柏7778
棵，平均树龄上千年，最高树龄达2300
年。当地在翠云廊古柏保护工作中传承

并创新了“一树一档”“一树一人”和“一
树一策”的科学管护措施。汉阳镇、柳沟
镇是蜀道翠云廊剑阁段的核心区，当天
完成古柏移交1665株，姚家镇移交古树
名木312株。

据了解，剑阁县自明代正德年间就
有了驿道古柏离任交接制度，州官植树
护路被纳入政绩考核。明代剑州知州李
璧则颁发了“官民相禁剪伐”的政令。清
代乾隆时期为每棵古柏悬挂了带有“官”

字的木牌，光绪初年对每株古柏进行了
编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剑阁县沿袭古
制接力保护，继承和发扬“官员离任交
接”的历史惯例，将古柏数量及生长状
况作为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离任交接
的重要内容和自然资源审计范围之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已完成县
长离任交接2次，乡（镇）长离任交接20
余次。

“这是扩大交接范围后的首次交
接。”剑阁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把“交
树交印”制度作为古柏保护的重要抓手，
从过去的县长离任交接扩大到县委书
记、县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社
区）书记主任、村民小组长、林业局长、乡
镇林业站长、护林员，形成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全覆盖古柏保护责任体系，
让古柏代代相传、绿色长青。

沿袭古制
翠云廊再现离任交接“交树交印”

“汉阳镇、柳沟镇、姚家镇辖区内古
柏生长状况良好、交接事项完整、交接程
序合规，符合管理规范，同意三位同志古
柏保护离任交接正式生效。”2月20日，在
广元市剑阁县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
交接“交树交印”仪式上，剑阁县林业局
局长、县林长制办公室副主任张智勇现
场作出交接评定后，涉及交接的原、现任
镇党委书记分别以交树人、接树人的身
份现场签字确认。

仪式结束后，站在翠云廊游客中心
广场，汉阳镇原党委书记张大军眼里满
是不舍。在汉阳镇任职两年零七个月，
他对辖区内的422棵古柏如数家珍，“它
们就像我的家人，如今要离任交接了，挺
舍不得的。”

交接承诺
守护好一方青绿

“在汉阳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党
委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古柏保护‘一树一
档、一树一人、一树一策’等管护要求，辖
区内422棵古柏生长状态良好。”交接仪
式上，作为交树人的张大军，希望汉阳镇
新的党委班子把这笔宝贵的自然和文化
遗产继续守护好。

两年前到汉阳镇任职时，张大军便
为每一棵古柏“量身定做”建立专档，积
极发动当地百姓参与古柏保护，做到每
段蜀道有人管、每株古柏有人护。他和
党委班子成员每人还认领了10棵树，他
认领的树编号是396号-405号，树龄最

大的有两棵，已达1500多年。
“只要一有时间，都要去看看它们，

心里才踏实。”张大军说，跟古柏相处久
了，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有时心情烦闷，
只要走近苍翠的古柏，一股清香扑鼻而
来，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

虽然离任到了新的岗位，让张大军
开心的是，他与古柏的缘分并未断绝。

“现在依然从事着保护古柏的工作，尽管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但倍
感充实与幸福。”他笑着说。

接过张大军的接力棒，汉阳镇现任
党委书记张轩郑重承诺：“我将严格落实

‘交树交印’‘离任交接’制度，守护好这
一方青绿。”

张轩表示，将创新“网格化+铁嘴皮”

工作机制，形成全社会关心古柏、爱护古
柏，与古柏相存相依、共生共荣的新风
尚。同时，努力构建“党政主导、部门联
动，社会各界齐抓共管”的古柏保护新格
局，营造爱柏护柏的良好局面，确保古柏
健康生长。

接力保护
构建全覆盖古柏保护体系

剑阁县自明代开始就有了驿道古柏
离任交接制度，当地百姓也都把植树护
路当作行善积德的义举。

新中国成立以来，剑阁县沿袭古制接
力保护，继承和发扬“官员离任交接”的历史

惯例，多次举行离任交接“交树交印”仪式。
“开年上班第三天，我们就迅速举办

该活动，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植柏、爱
柏、护柏的浓厚氛围。离任交接‘交树交
印’不仅是古柏沿线乡镇的事，更是全县
29个乡镇的事。”剑阁县委书记杨祖斌
说，此次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
仪式，是剑阁县扩大交接范围后的首次
集中交接，也是剑阁县继承和弘扬“交树
交印”传统，从制度层面推动古树名木保
护走深走实的务实举措之一。

据了解，“交树交印”制度从过去的
县长离任交接扩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社区）书记主
任、林业局长、乡镇林业站长、护林员，形
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古柏
保护责任体系。

去年以来，剑阁县组建了县古柏保
护筹备组，完成了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

“大普查”行动，成立了全国首个古柏保
护专项基金，创新沿袭“交树交印”古制，
探索建立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入
选“中国改革2023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
革典型案例”。

据介绍，下一步，该县将加快推进县
古柏保护局组建成立工作，以筹办好
2024年全国古树名木保护大会暨全国古
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为契机，做好新
一轮植柏，加快古柏保护利用示范小区、
专家工作站等建设，开展“我为蜀道植棵
柏”和“手牵手护古柏”认养等活动，让古
柏群代代相传，让翠云廊永久青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谷

“咚锵咚咚锵！”春节里，四川德阳广
汉文庙内，戏文声，锣鼓声，叫好声，掌声
响成一片。

“好久没有看露天戏了！”戏迷们情
不自禁地挥手，“广汉过去号称‘戏窝子’，
我们小时候就爱看戏过年。”

演出的川汉剧团是地方小剧种——
四川汉剧的传承者。四川汉剧源于陕西
汉调二黄，清代中期由陕西传入四川，与
四川方言、民俗融合，成为新剧种——四
川汉剧，清末曾名噪一时。后几经兴废，

目前仅在县级市广汉保留着传统剧目演
出。

55岁的王松是剧团领头人，他出身
四川汉剧世家，上世纪80年代四川汉剧
团解散后，他当了10年售货员，放不下爱
好，1993年再次投身戏曲，长期在成都表
演。为了复兴四川汉剧，广汉将王松请
回来，2021年7月创办了川汉剧团。

“目前仅有7名老艺人能教唱四川汉
剧唱腔，我们这个剧种濒危程度很高
啊。”王松一度十分忧虑，演出场地、人员

开支、服装道具、话筒音响……各方面的
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但在这个春节，
他舒心不少。

“一是演出场次多了，政府大力采购
我们的惠民演出，要演到正月十六去
了。二是很多老戏迷找到了我们，三是
学戏的年轻人多了。”王松指着一名扮相
儒雅的小伙子说，“你看他才高一，一有
时间就往剧团跑，已学会变脸能登台
啦。”

这名高中生名叫周煜城，他略带羞

涩地说：“我就是喜欢听戏唱戏，一放假
就来剧团帮忙，作业也在这里写。我在
学校还组织了一个小的戏剧社团，感兴
趣参加的同学很多。”

文庙演出一结束，王松忙着转场到
三星堆博物馆继续加演。他高兴地说：

“国家持续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扶持，
四川今年对优秀文艺项目‘重奖悬赏’总
额3亿元呢，对我们是极大的利好。”王松
觉得，四川汉剧的春天来到了。

据新华社

新 春 走 基 层

四川汉剧的欢喜年

2月20日，剑阁县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仪式现场。

这是2023年7月25日在剑阁县翠云廊拍摄的古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