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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雨下得久，还下得大，每天
要多去几趟翠云廊……”雨一直下，
张大军瞅了瞅窗外，眉头也跟着皱
了皱。7月16日上午，他每每挂掉
电话时，总不免多叮嘱对方几句。

从广元市剑阁县汉阳镇党委书
记，到剑阁县古柏保护筹备组组长，
再到剑阁县林业局党组书记；从之
前管护434株，到如今的12510株，
作为剑阁县古树保护“新晋大管
家”，张大军近一年来感觉压力更
大，责任更重。

“我还是个新手，还要再学习。”
他坦言，到了新岗位，与古柏的缘分
在延续，与古柏的情感也愈加深厚，
在他看来，古树保护“不仅要心中有
数，更要心中有‘树’。”

交出一本“明白账”

“到了汉阳镇后，我们为辖区每
一棵古柏都‘量身定做’专档，发动
当地老百姓参与古柏保护，做到每
段蜀道有人管、每株古柏有人护。”
担任汉阳镇党委书记两年零七个月
时间里，对辖区内434棵古树的情
况，张大军了如指掌。

任职期间，他和党委班子成员
每人还分别认领了10棵树，他认
领的编号为 396 号-405 号，其中
两棵树龄最大的，已有 1500 多
年。“它们就像我的家人，只要一
有时间，我都要去看看它们，这样
心里才踏实。”

2024年2月20日，翠云廊游客
中心广场上，剑阁县举行蜀道翠云
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仪
式。现场对近2000株古柏（古树名
木）存活和生长情况评定之后，汉阳
镇、柳沟镇、姚家镇三地原党委书记
与新任党委书记，作为交树人和接
树人，现场签字移交，完成了古柏的
离任交接工作。

当天，作为交树人之一的张大
军，身着西装，显得格外庄重正
式。“离任交接时，我又去了石洞沟
一趟，把每棵树的情况吃透摸清

后，才将一本‘明白账’交给了下任
接树人。”

古柏“交树交印”仪式，是剑阁
县扩大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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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制度作为剑阁县古柏保护的重
要抓手，从过去的县长离任交接，扩
大到了县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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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的全覆盖保护责任体系。

在张大军看来，古柏保护最关
键是依靠制度、依靠人民群众。近
年来，剑阁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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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好古柏保护“九件大
事”，扎实做好防火、防病虫害、防雷
击等“古柏六防”工作，像保护大熊
猫一样守护好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
工古柏林。

更令张大军欣慰的是，当地老
百姓从内心深处爱护古柏，从“要我
护”转变为“我要护”，将古柏保护化
为行动自觉。张大军认为，在发动
群众广泛参与的同时，要让老百姓
看到古树保护所带来的变化，比如
文旅、民宿、研学等产生的实实在在
收益。

从“完全懵”到“半个专家”

今年1月26日，张大军正式卸
任汉阳镇党委书记，转任新组建的
剑阁县古柏保护筹备组组长。刚到
筹备组，有人说，这项工作比较单

一，上任后他才感觉“并不简单”，
“刚上任，不晓得做什么，脑子完全
是懵的。”

为了尽快适应新角色，张大军
经常跟着本地专家和外地专家钻进
古柏林，看古柏根部的土该怎么垒，
学如何有效避让古柏的根茎……

“看不懂，我就问。半年过去，除了
专业救护我还搞不太明白，对一些
树的简单症状，我已能看一眼就知
道。”张大军说，只要用心就能学会，
这个工作其实就是一个“眼前活”。

关于边看边学，张大军分享了
两个小知识。

刚开始，张大军以为古柏根部
的土要垒高点才行，后来才知道土
不能垒太高。如要将根部的土去掉
一些，也不能一下子全部铲掉，而是
要一点点试着增减，就像人换季穿
衣服一样，要一件一件增减，其间还
要观察古树的反应。那么，古柏的
根茎到底有多长？张大军的答案脱
口而出：“树冠投影下来，还要让三
米。在这样的安全距离下，才能不
至于伤害到它的根。”

钻了半年树林，张大军才知道
保护古树的名堂是真多。如古树
需不需要支撑，用石头砌堡坎还是
用其他方式，如何疏密，如何判断
病虫灾害等等，“以前以为保护古
柏，只要树不倒就行。现在才明白
病虫害、水土流失、自然衰老、火灾
隐患等都可能影响古柏健康，丝毫
不敢掉以轻心。”

从任镇党委书记开始，张大军
就与古柏打交道，因此有人称其为
古树保护“半个专家”。张大军笑
言：“我还是个新手，还要再学习。”
不过，他心里有了一张更为明晰的

“树谱”：剑阁境内蜀道全长151公
里，贯穿9个乡镇。现存古树名木
7803株，其中蜀道古柏7778株，平
均树龄1050年，最高树龄达2300
年。“对于这片存世最早、规模最大、
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人工
栽植的行道树群，我们方方面面的
工作都需要做深做实。”

科技助力提高保护能级

“古柏属不可再生的资源，如被
破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张大军
说，要护此青绿，务必保护优先。

2023年以来，剑阁县完成了蜀
道翠云廊古柏保护“大普查”，成立
了全国首个古柏保护专项基金，探
索建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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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剑阁县又编制了《剑阁
县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规划（2024
年-2033年）》。这个为期10年的
保护规划，内容共十章，包括总体
思路、古柏体检、古柏保护管理体
系、科技创新、重点建设任务、救护
措施及规程等，为古柏保护工作提
供了指引性、专业性、纲领性的方
向和遵循。“规划对前后两个五年
要做哪些事，都作了明确。”张大军
说，该规划还在最终审稿，预计7
月底正式发布。

“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走出
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提升古柏保
护能级。”张大军说，走出去，即派
人学习经验，培养自己的树医生；
请进来，即与北京农学院、四川省
林科院、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
究院等部门高校开展合作，推进
古柏专科医院、古柏保护专家工
作站、蜀道翠云廊古柏数字博物
馆等科研基地建设。

关于能级的提升，张大军想到
了科技助力的“智慧化”之路。“办公
楼一楼，我们预留了两间大办公
室。到时我们会把全县所有古树名
木，通过智慧系统全部集中在这
里。”张大军介绍，目前，他们正筹备
建立古柏智慧监测综合管理平台，
将古柏的个体生命体征监测和日常
养护管理合为一体。平台建成后，
不仅可现场实时监测，可以预报预
警，实现远程操作，同时还能将专家
工作站、古柏专科医院，以及多部门
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调
度功能、综合研判功能、展示功能、
研学功能全面统筹。

这几天，张大军正忙着筹备全
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现场推进
会。“希望通过这场大会，让更多人
看到剑阁保护古柏的切实举措，更
加实实在在地作出更多探索，让翠
云廊成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的一
个样板，让这片古柏林代代相传，
永久青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
彦谷 刘彦君 雷远东 闫雯雯 陈颖
李兴罡 见习记者彭雨田

翠云廊古柏保护“新手”张大军：

既要眼里有树更要心中有“树”

古柏森森，遮天蔽日，翠云长廊，连通古今。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素有“蜀道奇观”“森林活

化石”美誉。“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广元正举全市之
力、集全民之智护此青绿，努力让翠云廊成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的一个样板。

2024 年 2 月
20日，剑阁县举
行蜀道翠云廊古
柏保护离任交接
签字仪式现场。

刘欢 摄

张大军（右一）
在翠云廊开展古
柏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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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剑阁县汉阳镇，游客雨
中徒步古蜀道。 雷远东 摄


